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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与林业类似，农、林、牧、渔服务业（005）向5个产业（产业代码分别是001、003
、004、025和027）的分配系数大于等于0.05，其中向农业（001）、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
（025）的分配系数分别高达0.24、0.22。农、林、牧、渔服务业向这5个产业的分配系数之为0.65，占
农、林、牧、渔服务业中间需求率的80.7％。这说明农、林、牧、渔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上述5个产
业，尤其是来自农业（001）、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025）的需求量较大。 畜牧业（003）向
畜牧业（003）和屠宰及肉类加工业（015）的分配系数分别为0.09和0.18，合计占畜牧业中间需求率
的47.11％。与第一产业的其他几个细分产业相比，畜牧业产品的中间需求分散于更多的产业，不像农
业、林业等产业的产品需求主要集中于少数产业。渔业（004）向水产品加工业（016）、餐饮业（110
）的分配系数分别为0.31、0.18，合计占渔业中间需求率的79.9％。可见，渔业产品的中间需求主要来
自于水产品加工业和餐饮业两个产业。 5.2.2 中美日德第一产业中间需求结构的比较 表5—9显示了2005
年中美日德第一产业的中间需求结构。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的分配系数介于0.04到0.20之间，最高的是
美国，最低的是德国，中国的为0.15。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分配系数的高低与经济总量的大小没有显
著联系：美国作为最强的经济大国，该国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的分配系数在4个经济大国中最高，而
中国作为这4个经济大国中经济总量最小的国家，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的分配系数仍然高达0.15。因此
，难以根据表5—8中的数据判断中国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分配系数的变化走势。比较中国2005年
和2007年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分配系数的数值可知，近年来中国第一产业向第一产业的分配系数呈下
降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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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需求因素对中国三次产业增长的影响研究》是杨贵中编著，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分配系数反
映了产业的市场需求结构，也反映了各种需求因素对产业的直接拉动作用。（2）拉动系数考虑了产
业间的完全关联作用，反映了最终需求对三次产业完全拉动作用的大小。（3）在“三驾马车”中
，1981年消费需求对中国第二产业的拉动系数最高，但1981—2007年持续下降，2007年消费需求对中国
第二产业的拉动系数在“三驾马车”中对中国第二产业的拉动系数中最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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