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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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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我国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制造’’和 

“文化服务”两大类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与拉动效应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地位与作 

用，为制定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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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富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文化产业总量规模 

稳步提升。文化产业作为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调整结构、 

促进增长的战略性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重点产业。尽管有一大批有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 

企业和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基 

础薄弱，在文化产业结构方面还存在供求矛盾，文化产业 

的结构、布局、资源配置还不通畅，还没有建立起文化产业 

协同运作的体系，关联产业也没有得到发展。而对于我国 

文化产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状况以及文化产业对于其他 

产业的关联带动效应，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和深入细致 

的研究。因此，要了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特别是文 

化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 

政策，就必须掌握文化产业各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 

产业波及效应。 

本文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 

新的分类，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文化产业与其他产 

业之间、文化产业各细分行业内部之间的关联效应、波及 

效应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地位及对经济 

的拉动效应，为制定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提供参 

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投入产出模型是分析国民经济系统各产业之间投入 

产出关联关系的一种科学有效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它通 

过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各种系 

数，将产业之间的相互需求消耗、一个产业发展对其他产 

业的影响及其他产业发展时某一产业所受的感应程度等 

清楚地刻画出来。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我国文 

化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进行分析，其主要的指标有： 

1．1 直接 消耗 系数 

a =xUlxj 

其中x， 是j产业生产中消耗的i产业产品的价值量，即 

i产业对j产业的投入 ，)(】是j产业的总投入(等于总产 

出)。直接消耗系数，也称为投入系数，是指i产业生产单 

位总产出对 i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 aii越大，说明 产业 

对i产业的直接依赖越强。j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i产业， 

i产业是j产业的重要支撑，但也可能成为瓶颈。 

由全部的直接消耗系数组成的矩阵称为直接消耗系 

数矩阵，用符号 A表示。直接消耗系数能够反映在一定的 

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条件下，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 

技术联系。 

1．2 完全消耗 系数 

= (，一 )～一， (2) 

B是由b 组成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 

完全消耗系数b 是指j产业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要直接和 

间接消耗的 i产业产品的价值量总和。完全消耗系数大 

于直接消耗系数，b 越大，表明j产业通过整个国民经济系 

统对i产业的依赖性或带动性越强。这种带动除了直接 

消耗带动，还有通过其他产业的间接消耗带动。 

1．3 感应度 系数 

∑ 
=— _一 (3) 

其中 ， 是里昂惕夫逆矩阵(I—A) 中的元素。感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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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是指其他各产业都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时，i产 

业需要增加的产出与所有产业需要增加产出的平均值之 

比。感应度系数越大，表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需求增加的 

反应越强烈，往往表现出基础产业的特征。感应度系数越 

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感应度高于各产业平均水平。感应 

度系数通常用于分析产业部门的前向关联度。 

1．4 影响力 系数 

∑ 
r．=—上 一  (4) 

毫 
影响力系数是指 i产业最终需求增加一个单位时，需 

要其他各产业产出的增加总量与所有产业最终需求都增 

加一个单位时，需要各产业产出增加的平均值之比。影响 

力系数越大，表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越大，通 

常表现出战略性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特征。影响力系数 

越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影响力大于各产业平均水平。影 

响力系数通常用来分析后向关联度。 

为了分析我国文化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将文化产业 

划分为“文化制造”和 “文化服务”两大类。基于我国2007 

年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5年编制一次，2012年表还没 

出)数据，对 144个产业部门整理划分为：造纸及纸制品 

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涂 

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陶瓷制品制造业、家用视 

听设备制造业 、文化与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 

制造业等8个文化制造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 

业、软件业、旅游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文化艺术业 、娱乐业等7个文化服务业，共 l5个文化产业 

部门。其中，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陶瓷制 

品制造业、软件设计是新增加的行业，而之前的教育和体 

育，虽与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但它们已形成了自己完整的 

科学体系，不予纳入文化产业分类，以免削弱文化产业的 

文化特征。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首先把144个产业部门投入产出 

表合并整理成：第一产业、剔除文化制造后的第二产业、剔 

除文化服务后的第三产业、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五大 

产业部门，得到 5×5部门的投入产出表。5×5部门投入 

产出表能综合反映文化产业与剔除文化产业之后的第一、 

第二及第三产业的相互关系，更清晰地揭示文化产业在产 

业结构和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2 我国文化产业关联与波曩效应 

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可知 ，2007年我国总产出为 

81．89万亿，其中，第一产业占5．97％，除文化制造的第二 

产业占66．76％，除文化服务的第三产业占21．78％；文化产 

业 占5．49％，其中文化制造业 占 3．78％，文化服务业 占 

1．71％。总增加值为26．6万亿，其中，第一产业占 10．77％， 

除文化产业的第二产业占47．96％，除文化产业的第三产 

业占35．80％；文化产业占 5．46％，其中，文化制造业 占 

2．59％，文化服务业占2．87％。以上数据表明，从总量的角 

度来看，文化制造业的总产出远大于文化服务业，但其增 

加值比文化服务业小，整个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较 

小。 

2．1 直接消耗系数分析 

根据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计算五部门直接消耗系数 

如表 1所示 。 

衰 1 五部门直接消耗系数 

剔除文化 剔除文化服 第
一 产业 文化制造 文化服务 制造第二产业 务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0．1407 0．O433 O．0142 0．04O0 O．0o15 

剔除文化制造 0
．2O76 O．6137 0．2233 0．45l2 0．1721 第二产业 

剔除文化服务 0
．0595 0．0866 0．1819 0．0852 0．1921 第三产业 

文化制造 0．0022 O．0l69 O．03o0 0．1977 0．O441 

文化服务 0．0o39 0．0o6l 0．O166 0．0o32 0．O451 

从表 1可以看出，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对文化产业的 

表2 我国文化产业各部门之间直接消耗系数 

各个产业部门 直接消耗系数 

第一产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第
一 产业 

O．1407 0．1063 

剔除文化制造第二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 

产业 0．7226 0．6503 

剔除文化服务第三 旅游业 软件业 

产业 0．5463 0．3247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0．3777 0．2852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 新闻出版业 软件业 

的复制业 0．1799 0．057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娱乐业 

业 0．0253 0．0o68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 陶瓷制品制造业 

似产品制造业 0．0180 0．0o17 

陶瓷制品制造业 剔除文化制造第二产业 陶瓷制品制造业 

0．Ol8 0．0ol7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业 0．0549 0，0085 

文化、办公用机械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制造业 0．O427 O．o084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业 0．0567 0．0155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 软件业 文化艺术业 

输服务业 0．0769 00143 

软件业 剔除文化制造第二产业 软件业 

O．o0o4 O．0002 

旅游业 娱乐业 旅游业 

0．0753 00l39 

文化艺术业 软件业 新闻出版业 

O．0140 0．0o99 

广播、电视 、电影和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娱乐业 

音像业 0．0543 00079 

文化艺术业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文化艺术业 

0．1192 O．O002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文化艺术业 娱乐业 

0．0085 0．OO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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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消耗系数都非常低，说明传统产业对文化产业的依赖 

性不强，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直接 

作用不大。在文化产业内部，文化制造业对自身的直接消 

耗系数较大，文化服务对文化制造的消耗相对较高，说明 

文化产业的发展直接依赖文化制造业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分析文化产业内部各部门与第一产业、剔 

除文化制造的第二产业、剔除文化服务的第三产业之间以 

及文化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再计算各部门的 

直接消耗系数，将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前两个部I'-]YO表如 

表2所示 。 

可以看出，文化制造业中，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对第 
一 产业的直接消耗较大，这是因为很多工艺品制造的原材 

料来源于第一产业；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家用视听 

设备制造业对剔除文化制造的第二产业直接消耗最大，分 

别为0．7226和0．6503。说明这两个行业对第二产业依赖 

性最强；旅游业和软件业对剔除文化服务的第三产业直接 

消耗最大，分别为0．5463和0．3247，说明旅游业和软件业 

与服务业息息相关。另外，从对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直接消 

耗看，主要是行业内部的直接消耗大，特别是造纸及纸制 

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 

服务业 、旅游业、文化艺术业对文化产业内部直接消耗较 

大，依赖性最强。 

2．2 完全消耗系数分析 

根据五部门直接消耗系数，计算出五部门完全消耗系 

数如表3所示。 

表3 五部门完全消耗系数 

剔除文化制 剔除文化服 文化服 第
一 产业 文化制造 造第二产业 务第三产业 务 

第一产业 O．2O77 0．1591 0．0712 0．1574 0．0522 

剔除文化制造 
第二产业 o．7893 1．9725 0．9077 1．8lO6 O．8O32 

剔除文化服务 
第三产业 0．1772 0-3402 0．3379 0．3436 0．3466 

文化制造 0．0273 0．O771 0．071O 0．299l 0．0882 

文化服务 0．0l31 0．0258 0．0296 0．0224 0．0589 

从完全消耗系数中看出，文化制造业对剔除文化制造 

的第二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要高于其他产业 ，达到了 

1．8106，是直接消耗系数的4倍。文化制造业对剔除文化 

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是直接消耗系数的4 

倍。说明文化制造业通过产业链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 

大大增强，文化制造业的发展将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同 

时也将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文化服务业对剔除文化 

制造的第三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为0．8032，比剔除文化服 

务的第三产业对其的完全消耗系数0．9077要低，说明我国 

文化服务业比其他服务业对第二产业的拉动效应弱。其 

他产业对文化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很低，说明我国其他产 

业对文化产业的依赖性和带动性较低。 

2 3 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分析 

在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基础上计算五部门的感应度系 

数和影响力系数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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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五部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剔除文化 剔除文化服 第
一

产业 文化制造 文化服务 制造第二产业 务第三产业 

感应度系数 0．58O6 2．5665 0．8970 0．5507 0．4052 

影响力系数 O．7804 1．2596 0．8519 1．2803 0．8278 

由表4可知，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 

都小于 1，低于全产业平均水平，说明文化产业受其他产 

业发展的带动或者说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制约不大，还没有 

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文化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达 

到 1．2803大于 1，高于全产业平均水平，说明文化制造业 

通过产业链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波及拉动作用较大。文化 

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为0．8278，小于1，低于全产业平均水 

平，说明文化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对较 

小，它同其它产业的关联关系还较弱。因此我国要发展文 

化产业，率先发展文化制造业会带动其它产业发展，促进 

全国经济增长。 

为了进一步分析文化产业内部各个部门的作用，我们 

计算l5个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如表5所示。 

表5 我国文化产业各部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 

感应度 影响力 感应度 影响力 文化制造业 文化服务业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 造纸及纸制品业 0
．9345 1．1634 0．4380 0．6538 输服务业 

印届4业和记录媒介的 
复制业 0．505l 1．O959 软件业 0．3230 0．85l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3493 1．1890 旅游业 0．3670 0．8782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 0
．4874 1．2349 新闻出版业 0．3396 0．8667 似产品制造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 陶瓷制品制造业 O_3433 1
． 1262 0_3505 0．9333 音像业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 0．3557 1．2347 文化艺术业 0．3663 0．9070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3464 1．2850 娱乐业 0．3424 0．8484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3953 1．1016 

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产业各部门的感应度系数都比较 

小 ，除造纸及纸制品业的感应度系0．9345相对较大，说明 

当国民经济各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造纸及纸 

制品业的需求感应程度相对较强，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 

生产而提供的相对较大的产出量，文化产业的其他各个部 

门对国民经济的感应程度较弱。文化制造各部门的影响 

力系数都大于 1，高于全产业平均水平，说明文化制造各 

部分对文化产业发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特别是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和家电视 

听设备制造业的拉动作用较大。文化服务各部门的影响 

力系数都小于 1，说明文化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 

作用相对较小。其中，文化艺术业和广播电视电影和音箱 

业的影响系数高于0．9，说明这个部门对于其他部门拉动 

作用相对较大。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还很小 ，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大。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发 

展受全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对其他部门的支 



撑作用也比较小。文化制造业对其他部门的拉动效应较 

明显，而文化服务业对其他部门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在产 

业关联中，文化产业通过内部需求，由文化制造业推动文 

化服务业，再由文化服务业带动文化制造业，并通过产业 

链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文化制造业是文化产品生产消费的基础，也是加快推 

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文化制造业首先 

要加强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通过鼓励现代高新 

科技向传统文化产业的转移，提高传统文化产品的科技含 

量，实现文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其次要提升文化制造业 

创新能力。通过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文化 

制造技术，提升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使文化产品 

创新成为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再其次要 

拓展文化制造业的应用范围。及时掌握国际上文化制造 

业方面的发展动态，不断扩大文化制造业应用形式和发展 

领域，培养文化制造业新的利润增长点；最后要不断提高 

文化产品制造效率。在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等环节，降 

低成本、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实现从创意生产到传播消费 

的 良性循环。 

文化服务业的进步不仅有助于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 

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而且有助于推动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服务业首先要搭建文化服务平台。通过文 

化服务平台，文化服务业直接为文化制造业和消费者提供 

优质服务，同时为文化产品提供大规模传播能力，使文化 

产业的流通空间变得更大更广，从而大大提升了文化产业 

的价值能力；其次要丰富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创 

新文化服务形式、丰富文化服务内容，提高文化服务实效， 

加快文化服务业市场化步伐，使文化服务业在文化产业的 

各个环节中都发挥巨大作用；最后要提高文化服务质量。 

文化服务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服务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只 

有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能真正满足文化制造业和消费者 

对文化服务的需求，文化服务业才能蓬勃发展、日益壮大。 

文化制造业是文化服务业的基础，文化服务业为文化 

制造业提供强大支持。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服务业的互动 

与融合，使中国文化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文化制造业 

是推动文化服务业发展的引擎。文化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不断孕育和催生新的文化服务，文化制造的影响和作用给 

文化服务的发展样式、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文化服务业是促进文化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新型 

文化服务的层出不穷，文化服务软实力的作用 日益突显， 

不仅加快了文化制造业转型升级，更使得文化制造产品的 

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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