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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文化创意产业关联程度与波及效果分析
基 于投入产 出 方法

周 强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摘 要 ：
文化创 意产 业居于产业链的 高端 ，具有联动效应强 、 附加值 高 的 特点 。 为 定量分

’

析中 国 文化创意产 业前后向 关联程度以及波及效果 ，将 中 国 投入 产 出 延长表整合成

部 门 的投入产 出表 通过计算文化创意产业的 消耗 系数 、分配 系数 、 中 间 需求率 、 中 间投入率 、

影
、

响 力 系数 、感应度 系数 分析文化创意产 业与 国 民经济其他关联产业的 比例 关 系
，
结果显示

：

文化 创 意 产 业是最终需求基础型 产 业 ， 对其他产 业具有 强 劲 的拉动作 用 ，但推动作 用 还不

显著 。

关键词 ： 文化创 意产 业 投入产 出 法
；
关联程度

；
波及效果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一

、引言 导产业
；
李连友和李宾 （ 运用投人产出方

文化创意产业兴起以来
一

直以其高速的增 法定量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贡

长和强大的带动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 文化创意产 献 结果显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 的影响

业居于产业链高端 具有极强渗透力 、辐射力 文 效果 尚未达到理想效果 ’ 影响力 系数和感应度系

化资源和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产业
“

无缝嫁接
”

， 数均低于三次产业
⑷

；许忠伟 （ 以案例分析
一方面重塑传统产业 ，另一方面融合 出新的产业 的形声 介绍

“

科技
” “

创意
”

如何融入动漫 、服装 、

模式
⑴

。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对国 民经济其他产 旅游 、会展等产业 ，带动这些产业的繁荣
⑴

。

业的关联方式与关联度 已有部分学者做过研究 ：

认为文化创意产业通过 占领设计前
二

、研究方法和数据选择说明

沿 、应用新技术 、形成密集但 自 由 的创新者及生产
入

者和消费者 网络 ，保持竞争优势 进而影响传统产 投入产 出法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

业 ；张艳辉 从中心城市在资源和环境约 论 是研究国 民经济体系 中或 区域经济体系中各

束下新经济增长点 的选择角度 ，分析上海创意产 个产业部门间投人与产出 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数量

业关联效应 ，预测创意产业将成为上海未来的 主 分析方法 ，即通过投入产出表 、投人产出模型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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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间
“

投人
”

与
“

产出
”

的数量 比例关系进行分 完全消耗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指文化创意产业

析 它不仅局限于分析产业间的联系 ，
还可以利用 的单位产品生产对各产业部 门产品的直接消耗和

产业间投入与产出的有关数量 比例去研究国 民经 间接消耗的总和 它等于直接消耗系数和 间接消

济中的其他方面的 问题
⑴

。 衡量产业之 间关联 耗系数之和 矩阵形式为 ：

程度和波及效果必须依赖投人产出分析的几个重 召
： 。

要系数工具 本文选取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
（ 为里昂慑夫逆阵 是单位矩阵 。

数 、直接分配系数 、完全分配系数 、影响力系数 、感
查表 丨 直接消耗系数

一

栏可知 ， 文化创意产

应度系数用于分析文化 意产业后 向关联程度 、

业的 自 身关联性最强 ，达到 。 对文化创意
。

，錄 報細还有峻 、幢 、光缆及电工
二

）数据选择说明
器材制造业 、畜牧业 （ 、批发零

根据张 城 《 巾 文侧意产业发贿告 》 ’

，这删在文侧意产捕总投人
并综合考量各个 国家和地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分

巾有 、 来 自 于以上三个行业 。

类概况 ，在 年 部门中国投人产出表中选
综 口 观察文化创意产业直接消耗系数表 ， 以通

取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专业

技术服务业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 电信和其他

信息传输脑 難 細

版业 广播 、 电视 、 电影和音像业 文化艺术业 ，
体

这 了■学者关于制造业是

育 ，娱乐业 类代表 中 国文化创意产业 。

意产业衍生 、融合的必备条件的观点 此外 ’ 文

类产业基本上符合文化创意产业高附加值 、高知
化创 意 产 业对商务 服务 业 （ 、餐饮业

识含量 、强融合性等特点 虽然在个别细分产业上 （

还有所 出入 ，如创 意设计可能被编制 进制造 、建 等服务行业的 中间需求也 比较高 这说明文化创

筑 、房地产等产业中 ，但总体上还是能反映 中国文 意产业对服务行业的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 。

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 在此基础上 将 年 中 查表 完全消耗系数一栏可知 ， 文化创意产

国投人产出表延长表整合成 部门 的投入 业对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 、文化

产出表 。 创意产业 的完全消耗系数值非常高 是

立 仆创 音 产 仆 婪雔放 应 的 实证
排在第三位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分析

—

的将近两倍 。 与直接藤系数麵 比 文化创意

卜 ）
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结构

产业对批发零售 、金融等服务行业麵信设备 、 电

投人结构是指投人产出表眺列棚结构 ，

以 中间产品 的投入形式反映着各个产业部门之间
胃

’■文化创意产业对这些产业部门有很强

的生产技社的縣 可用文化纖产业雕
依難。 文化嫩产业除 了与前文分析过的制造

他产业的直翻縣数和完全籠雜来表示 。

卜 ’ 值排序

直接消耗雜又 卩 雜 其经济含义是
±

， 些鮮■与加 行 及 部分重化工

生产单位 产品所直接消耗的 产品的数量 计算 业如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 、石油和天然

公式为 ：

气开 采 业 （ 、 有 色 金 属 压 延 加 工 业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 排名 快速

上升并居前列 。 究其原因 ， 文化创意产业 中 的研

表示第 产业部 门生产中所消耗的第 部 究与试验发展业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交流和推

门产品数量的价值 ，曷 表示第只 产 品 ）部 门 的总 广服务业对以上诸产业通过间接消耗产生的拉动

投人 。 效应 比较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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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结构表
一

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

排序 产业 部门 ） 系数值 产业 部门 ） 系数值

文化创意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线 、
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 文化创意

畜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商务服务业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批发零售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金属制 品业

电力 、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 品业

二
）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出结构

产品的产出结构是指各产业部门产品 的分配
’ ’ ’ ）

去 向 通过计算直接分配系数和完全分配系数 ， 可 ％表示第 部门购入 部 门的产品量 ，

沿 表示

以清楚看出文化创意产业 的产品流 向及其比重 ， 第 产品 ）部门 的总产出 。

从而反映出文化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和制 完全分配系数是指文化创意产业对其他各产

约程度 。 业部门的直接分配和全部间接分配 的总和 矩阵

直接分配系数是指某
一产业部门 的产 品 （销 形式是 ：

往 分配给各个产业部门的 比例 计算公式为 ： 广

表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 出结构表

直接分配系数 完全分配系数

排序 产业 部 门 ） 系数值 产业 部门 ） 系数值

建筑业 建筑业

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

批发零售业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汽车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 钢压延加工业

教育 批发零售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钢压延加工业 金厲制品业

有色金属 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查表 直接分配系数
一栏可知 文化创意产 化创意产业的 的产 出都用于对建筑业的

业的产出最多地流向建筑业 （ 表示文 中间投人 。 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对 自身的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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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达到 。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输 出可 以 公式为 ：

分为两种
一种是科研 、技术成果转化为加工 、制

造业的 生产 力 ，
如 电 力 、 热 力 的生产 和 供应业 。

、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及 合 金 制 造 业
‘

、汽 车制造业 （ 、钢压延 加工业
‘

‘

一

另
一

种是输出文化 、设计 、品牌等软性价
表示 产业部门 的 中

」
司投人率 ， 化 表示 ■

值元素
。

， 提高此类产业 的 附加值 ， 如建筑业
产业部 门的折旧 费用 ，乂 表示 产业部门新创造

、 文化 创 意 （ 、 批发 零售业
的价值 。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钱纳里 、渡边等经济学家 曾经将具有不同 中

贿表 完全分配系数 栏 与文化创意产
和中■人率■个产 分为 四类

业前向关联的产业以及产业排名都和直接分配系
业群 ，如表 。 由式 ■可得 中国文化创意

数差别不大 ，不再赞述 。

业的 中间需求率 ， 即文化创意产业产值的

三
）
文化创意产业的中 间投入和 中 间需求

被用 于国 民经济其他产业 的生产要素投

结构分析
入 ， 被用于最终消费 ，该中 间需求率水平在

中 间需求率 指的是 国 民经济各产业对文化
国民经济所有产业中排第 位 。 由式 计算可

创意产业的 中间需求之和与整个国 民经济对该，
得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的中隨人率为

，
该

业的总需求之比 ，
因为

“

中 间需求率 最终需求率
巾 投入率 平在 有产 中—

”

，所以中 间需求率的 高低决定该产业是更多
位 。 为充分说明文化创意产业与国 民经济其他产

提供中 间产品还是更多地纖最终产品 ，计算公
业间的相互联系 、依存关系 ，

以 国民经济各产业中

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排名数据为基础制作二维
‘

平面图 如图 横轴按照 中间 投入率从大到小的

、 排列 ，横轴越往右代表产品的中间投人率越低 ，产

品附加值越大 ，纵轴从上到下按照中 间需求率由

各 小至大顺序排列 ， 纵轴越往上代表 中间需求率越

表示各产业部门对第 产业部 门产 品的 中 小 ，产品更多被用于最终消费 。 根据文化创意产

丨

、

七 主 々 女 丨 丨 立 丨 丨 姑 士
业中间需求率和 中 间投人率在所有产业中 的排

间需求率 ， 乏 表本各产业部门对 【产业的 中间
办名 ，文化创意产业位于图 中右偏上的位置 ，

也就

需求之和 ， 表示 国民经济对 产业部
是文化创意产业的 中间需求率偏小 、 中 间投人率

、

偏小 对应表 的 四类产业群划分 中国文化创意

产业属于④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 ，意味着文化创
巾间投人率 ’■是文■意产业在 定

意产业擁着其他三类产业群产品流动的中介部
期内消耗的 巾随 与綠人之 比

’ 目为
“

巾间 、

猶能 ，紐体上細了 文化髓产业是通过
投人率 附加价值率

”

，所以从中间投人率的
产业间的投人产 出关系 通过 越界

”

促成不同产
低可以看出该产业部门产 品附加值的高低 计算

。

表 按中 间 需求率和 中 间投入率大小划分的产业群

中 间需求率小 中 间需求率大

中 间投入率大 ③ 最终需求型产业 ② 中 间产品型产业

中 间投入率小 ④ 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 ① 中 间产品型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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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投入率 面直接坐标系 中 ，如图 以点 （ 为坐标原点 、

横轴为感应度系数 、纵轴为影响力系数将坐标系

划分为四个象限 ， 以直观地显示各产业对国 民

经济的影响和受影 响程度 。 象限 ，
，

最 处于该象限的产业对其他产业有 强辐射性 、强制

约性 ，这部分产业一般处于国 民经济中 的战略地

求 位
；
象限 ， 处于该象限的产业对其他

产业有强辐射性 、弱制约性 该部分产业提供的产

品最终需求性质明显 ； 象限
；

， ，处于该

象限的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和推动作用都

比较弱 ；
象限 ： ， 处于该象限的产业具

附加价值
有弱辐射性 、强制约性 ，这部分产业提供的产品多

是中间产品 。

图 按 中间需求率和中 间投入率

大小排序的二维平面图
文化创意产业

四
）
文化创意产业波及效果分析 ■

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 为纽

带影响或受影 响于其他产业部门 的生产活动 这
“

‘

就是产业间的波及效果 ，
可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

奈
■ ■ ■ ■

■ ■ ■

■

度系数来衡量
数 丨

！

影响力系数是指某
一

产业生产和需求发生变
‘

弱辅射 ， 强制约
“

强箱射 ， 强制约

动时对 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的

相对水平 。 计算公式为 ：

± 图 根据彩响力 系数和感应度
“

数划分的产业类型图

中 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为
；

一

远高于国民经济所有产业 的平均水平 说明文化

、表示 （ 中第 行第 列的系数 。 影响 创意产业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后 向关联对经济

力系数大于或小于 分别代表了该产业的影响力 产生明显的拉动效应 再次验证了前文关于 中 国

在全部产业中居于平均水平以上或以下 。 文化创意产业是属于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的论证

感应度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最终需求 结果 。 感应度系数为 ，
低于国民经济所有

产生变动时 ，某
一

产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 ，
计算 产业的平均水平 反映我国现阶段对文化创意产

公式为 ： 业需求程度较低 。 从文化创意产业 的产业构成来

看 新闻 、文化艺术 、娱乐业等是最终需求型产业 ，

“

：

产业性质决定这些产业感应度 系数较低 。 而如计
‘

丄
’

’
’

’

算机服务 、软件 、研究与试验 、 专业技术转让等产
“ 业感应度系数低不仅说明这些产业的市场化 、产

感应度系数大于或小于 分别代表了该产业 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 中知识 、

受感应程度高于或低于全部产业的平均水平 。 技术贡献程度偏低 ，经济发展方式需从外延式向

根据李连友等 （ 提供 的波及效果分析 内涵式转变 。 将文化创意产业 的影响力系数和感

工具 将影响力 系数和感应度 系数值列在
一张平 应度系数值对应地在 图 的坐标系 中表示 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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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位于第二象限 ， 属于强辐射但弱 制 髙生活质量的产业 ，
而从发达 国 家 的 经验 来

约型产业 ，说明现阶段我 国文化创意产业后向关 看 较高的人均 水平让他们 十分注重满足人

联广泛但外部需求不足 ，推动作用不明显 。 的精神需求 ， 因而发达国家 的文化创意产业的 对

社会最终需求的敏感程度也 比较高 所 以我 国的

一

、

化 后向关联效应

从后 向关联 的结构来看 ， 文化创意产业不仅
二

） 根据 上分 结果 政府应运用政策手

关联广泛 ，后 向产业链延伸得还很长 。 与文化创

意产业后向直接关联的涉及服务业 、原料开采 、制

造业 、信息产业 、房地产等第二 、三产业 的 主要⑶

门 。 农业从在直接消耗系数 栏 中排名靠后但在

完全消耗系数 中迅速上升至第 位 ，
而文化创胃

产业对其他产业 的完全龍均大大超过 ； 觀
—

耗 ，这说明文化创意产业与国 民经济各部门赫
济主导产业还■长

—

■要走 ’

，
■为文

在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 。 从后向关联的量

—
索社 创新主体整 机制 。 从非线 性创新模式的

均水平 在 国民经济所有产业 中排名第九 。 此外 ，

― ’产业■个环节上的主■■■

文化创意产业 中 间投入率低 ，在所有产业中排名

第 位 也就是说文化创意产品 的附加值极高 ， ？

这符合文做！
意产业纖投人密集 点 。 综合

来看 文化创意产业的 中 间投人 占其总投人 比重

较低 ，但恰恰是这较低 的中 间投人对其他产业

影响程度却超过社会平均影响力 的 倍 并

且对国民 经济各个 的产业部 产 生联

丨香 ± 月 士与
是从教育模式上着手 ，改变传统技术型教育模式 ，

文 意产《 为 中 主导产业
探索创意人才培养新模式 。， 世纪 年代 美

⑵ 文化髓产贿喊驗应
雷纖敍

，
授難

“

三螺細

文化创意产业的感应度系数是社会平均受感

应程細 彳§
，从舰的文側意产业的产

麵贿細職鮮雖动飾類 的大子

业构成来看 这 方面翻 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

贡献偏低 研究与试验发展 、科技交流与推广服务

等技术研发和传播部 对制造业等技术应用部

影响有限
；
另 施体雜济增长对文化嫩产

费 也才能《文侧意产业。应

业提供的
“

精神产 品
”

需求不足 。 结合前文计算

的文化创意产业 中间需求率可以 看出 ，文化创意

产业是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 ，而偏低的感应度系

数恰恰翻经济增长对文化创意产业 终絲
厉級■ 产錄歧 “式教一机理

推动作用不显著 ，这
一现象与我 国经济发展阶段 模式 路径 中 国工业经济 ：

有关 。 按照罗斯托 《 政治 与成长阶段》对经济成 李清嫁 大城市传统 工业 区 的 复兴 与 再开发 上

长阶段的论述 ，认为在
“

追求生 活质量
”

这
一

阶 海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社

段 经济主导部门不再是耐用消费品工业 而是提 张艳辉 上海市创 意产 业关联效应 的 实证分析 中



第 期 周 强 ： 中 国文化创 意产业关联程度与 波及效果分析

国软科学 社

李连友 基于投入产 出方法的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对 刘 明磊 ，
田嘉洲 ，

张伟 我 国生产性服务业与 制造业的

经济贡献分析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学报 ，
互 动演化研究——基于剔 除进 口 影响后的投入产 出

分析 西 部论坛 ：

许忠伟 文化创意产 业案例研究 天津 ： 南开大 学 韩顺法 文化产业对相关产 业 的 带动 效应研究

出版社 商业经济与 管理

胡树华 ，
邓淨露 王利 军 我 国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 产 业

关联
——基于投入产 出 法 技术经 济 ：

周 强 文化创意 产 业 关联机制 和 关联度的 动态 分析

苏 东 水 产 业 经 济 学 北 京 ：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重庆理工 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 ，

社

杨灿 国 民经 济核 算教程 北 京 ： 中 国 统计 出 版
（
责任编校 朱德东 夏东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