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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分析
!

黄 亚 妍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政治学院，重庆 A###AB）

摘! 要：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理论，运用最小二乘法等方法对重庆市直辖以来固定资产产业投资结构的特点进行了定

量分析，表明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存在着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和由此导致的投资效率偏低的

问题，已影响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最后提出了实现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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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业投资结构是指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

行业以及社会生产各个方面的投资比例关系［D］，狭

义的理解即为投资分配在三次产业之间及各产业内

部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和产业投资结构之间存在

着互为依存、互相作用的关系。一方面产业结构是

产业投资结构的载体和依托，另一方面产业投资结

构的优化，将促进产业结构的协调与升级。

目前，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分

配比例还不协调：DFFB 年三次产业投资之比为 DS E$
S %A，"##E 年各次产业投资之比为 "S "AS BA。而三次

产业对 TUI 的贡献之比在 DFFB 年时为 ""S A"S E%，

"##E 年这一比率调整为 D$S AES A"。从总体上看，重

庆市产业结构表现出第一产业比重日趋减小，第二、

第三产业比重日趋扩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相

吻合［"］。本文以 DFFB 年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作为时

间起点，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全社会投资研究各次

产业投资特点、投资对 TUI 的贡献及投资效率，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产业结构的措施。

D!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增速快的特点，但

由于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过小，全

市第一产业生产力落后的面貌仍未能得到改变。

重庆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变化不大，DFFB 年以后

总量呈现出浅 @ 型变化，"##E 年实现 EE%) E% 亿元。

DFFB 年至 "##E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

为 D) %BV。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在全社会 TUI 总量

中所占的比重 % 年来下降了 B) %V。第一产业的投

资变化情况与 TUI 变化情况不同，投资总量 % 年翻

了近三番，年均增长速度为 A#) WWV。但是高速的

投资增长速度也没有改变投资份额小的结果，直到

"##E 年，第一产业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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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 #$ 。具体情况见表 #。

表 #%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 比重［)］

年份
投资总量 *

亿元

占固定资产

总投资比重 * $

第一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占 &’(

比重 * $

#++, )" )- ." +# )./" 0# !!" 00

#++- /" /# ." -+ !+-" 1, !." +.

#+++ 1" 0,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 ,0

!..! #+" ## #" +# )#0" ,- #1" .!

!..) !1" /! !" .- ))1" )1 #/" +0

全市第一产业投资的比重很小，是因为重庆市

农业发展较为落后，资金的供给和需求都小，农业产

出的增加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投资增长表现出的

高速度主要是投资基数较小的原因影响而造成的。

!%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重庆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对全市 &’( 的贡献最

大，但投资增长速度却是三次产业中最慢的；第二产

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向不够合理，重点行业的所占

比重太低。

!" #%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 &’( 的贡献

重庆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从 #++, 至 !..) 年平均

增长速度为 +" 1#$ ，比全社会的 &’( 平均增长速度

高 ." ,!$ ；但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为 #0" ./$ ，比全社

会的投资平均增长速度低 ," ,!$ 。第二产业的增

加值占比保持 /.$ 以上，!... 年后还呈小幅上升趋

势。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波动较大，!..) 年较 #++,
年下降了 ##" )+$ ，具体情况见表 !。

表 !%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 比重［)］

年份
投资总量 *

亿元

占固定资产

总投资比重 * $

第二产业

增加值 * 亿元

占 &’(

比重 * $

#++, #)." +# )0" !+ 01)" /. /#" ,)

#++- #/#" +. !-" /+ 0-0" )- /." +1

#+++ #!#" ,) !#" 1! 1./" )+ /." -0

!... #/!" /. !#" ,# 10," 0# /#" ),

!..# #/1" !0 #-" !/ ,!," 11 /#" 0+

!..! #+0" 1, #+" 0, -!," 00 /#" +-

!..) ).)" /. !)" +. +,," ). /)" /!

下面实证分析第二产业对资金的需求情况。

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第二产业 &’( 增加值与第

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应用

23425 软件，建立 6（ 投资）—&’( 模型 &’( 7 !#
8 !! 9 " 8 # 进行拟合，其中 !# 为常数项，!! 为投

资系数。应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 至 !..) 年期

间数据，得出以下结果：

&’( 7))!" 10 8 !" !# 9 " 8 #
$ 7 /" ++% % 0" +)
%! 7 .& -,1% % ’ 7 )0& #+% % (& ) 7 0-& !1
投资系数 !" !#，说明每增加 # 元固定资产投

资，可以实现 !" !# 元 &’(。模型的 %! 只有 ." -,1，

说明拟合优度一般，也反映出影响第二产业 &’( 的

因素除了投资之外，还有其它因素。

为增大第二产业的拟合优度，考虑可能的影响

因素：劳动力的投入，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AB（ ;:’）CD<E>FGH<I J>IFGH<I］（ ;:’ 函

数）变形后的双对数模型对以上同一时间段数据拟

合。;:’ 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7 +,!""，其中 * 为产

出，用 &’( 代替，, 表示劳动，" 表示投资，+ 为常数

项。将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改变成计量经济学模

型得：@<?（*）7 @<?（+）8 ! 9 @<?（,）8 " 9 @<?（"）8
#［/］。在这个模型中，!、" 又称为偏弹性系数。" 为

产出 * 对资金 " 的偏弹性（, 保持不变），即在 , 为

常量时，" 每变动 #-，* 变化的百分比。拟合结果

如下：

@<?（&’(）7 -" 0) 8 ." 0- 9 @<?（"）K
." -, 9 @<?（,）8 #

$ 7 -" ).% % K !" 1-
%! 7.&+0# ’ 7)+&#/ (& ) 7.&.00 .& / 7!&..!
加入劳动力因素，%! 增为 ." +0#，方程拟合优度

大大提高；杜瓦值在 ! 的附近，排除了自变量的自相

关情形；投资的偏弹性为 ." 0-，说明固定资产投资

每变动 #$ ，引起的 &’( 的变动为 ." 0-$ 。劳动力

对产出的偏弹性为负值，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过去几

年来，工业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未能导致第二产业增

加值减少，更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的投资，无论是企

业用于内部的更新改造、还是企业购买生产率更高

的机器设备取代旧机器，直接的结果都是劳动力劳

动效率的极大提高，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对产出的偏

弹性为负值。

从投资系数和投资对 &’( 的偏弹性两个参数

考虑，第二产业已经形成了对资金的强烈需求，投入

的资金使用效率高，增加投入可获得较高回报。加

大对第二产业资金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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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 重点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布过少

重庆市汽车、摩托车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也是重庆市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冶金、化工是重

庆市另外两大支柱行业。然而三大行业的投资与贡

献却是严重不对称的。从表 $ 可以看出：%&&’ 年、

%&&& 年、!((( 年 $ 年中，三大行业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额比重总和最多不过 )" !* 。但是，三大支

柱行业完成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有较大的

比重，特别是汽车、摩托车行业，这一比值一直超过

$(*，%&&& 年实现的销售收入 !’( 亿元，全国排名

第三。!((( 年，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实现销售收入

都是在 ’( 亿元左右。尽管重庆市支柱行业已经赢

得了较大的市场供给份额，但也要看到因为投资过

低，企业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开展技术改造等工作时

捉襟见肘，各大支柱产业持续发展的目标面临挑战。

表 $# 三大支柱行业投资及完成工业总产值情况表

年 份 行 业
固定资产投

资额 + 亿元

占全社会固投

资额比重 + *

完成工业总

产值 + 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 + *

%&&’

汽车、摩托车 ," !( %" ,( !$’ $%" -

冶金 $" ,! (" &( . .

化工 ," -/ %" -( . .

%&&&

汽车、摩托车 !" ,& (" /( $%/" / $’" $

冶金 $" !’ (" ,( ’," (’ %(" )

化工 /" ,& %" (( -’" ’- &" ,

!(((

汽车、摩托车 -" () %" %( $&’" % )%" )

冶金 /" (, (" ’( ’&" ,% &" $

化工 -" /( %" %( ’(" ’% ’" )

# # 注：根据 %&&& 0 !((% 年重庆统计年鉴，!(((、!((% 年重庆经济年

鉴［/］计算而得

$#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重庆市向第三产业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第三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特点是：增长速度快，投向集中，

123 的增长和就业人口的增长没有预计的快。但

从第三产业对全市 123 的增长额的贡献率来看，第

三产业产值对全市 123 值增长额的贡献率总体上

大于其所占比重，且呈上升趋势［,］。

$" %# 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高速增长势头

重庆市自直辖以来，第三产业在强大资金的支

持下得到了极大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全社会

123 总量所占比重上升了 ,*，达到近 )!* 。和同

时期 123 增长相比，投资增长更快，最高时第三产

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到了全社会投资总额的 ’(* 。

从 %&&- 年到 !(($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

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 -* 和 !/" ’$*，均

高于全社会平均增长水平。具体数值见表 )。

表 )#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与 123 的总量和分布［$］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总量 + 亿元

占固定资产

总投资比重 + *

第三产业增加

值总量 + 亿元

占 123

比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与第二产业相同的软件及分析方法，建立

关于第三产业的 45123 模型，拟合 %&&- 至 !(($ 年

数据，得到的拟合结果如下所示：

123 6$%-" !/ 7 (" ,/ 8 ! 7 "
# 6 $’" ’!# # )’" (!
$! 6(%&&’ & 6! $(/%&! ’% ( 6’%!!& )%* 6%"’$
从各个参数值可以看出模型对拟合效果非常

好：$! 达到了 (% &&’；# 值较大；投资系数为 (" ,/，说

明每增加 % 元固定资产投资，可实现 123 (" ,/ 元，

这一数值远小于第二产业拟合值 !" !%；杜瓦检验值

为 %" ’)，临近 !，说明不存在自相关的情形。

如果考虑劳动投入要素，分析劳动和投资的偏

弹性，建立 9:;（123）6 +% 8 9:;（!）7 +! 8 9:;（,）7
" 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9:;（123）6(" !! 8 9:;（!）7(" ’) 8 9:;（,）7 "
# 6 $" /(# # %$" ($
$! 6 (% &,$# # ’% ( 6 (% ()&# # )% * 6 (% --!
模型回归的结果能通过 # 检验，拟合优度较高，

但是杜瓦检验值太小，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自相关。

投资的偏弹性为 (" !!，小于全社会的投资偏弹性，

远小于劳动的偏弹性 (" ’)。投资的偏弹性较小，是

两个原因导致的结果：一是第三产业在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比重高，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固有的投资期

长、见效较慢的特点影响了产值增加；二是基础设施

建设具有“经济外部性”，自身实现的增加值可能不

大，但它能有效促进第一、二产业增长最终通过一、

二产业 123 表现出成效。从方程中可以得出投资

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劳动力的投入对第三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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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大。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创造价值的潜力很

大，每增加 !"的就业，#$% 增加 &’ ()"。重庆市可

以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发展第三产业。

*’ +,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偏重方向

通过对 +&&+ 年和 +&&* 年两年第三产业内部各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情况（见表 -）的比较，可

以了解资金在第三产业中的大体分布。

表 -,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投资比重［*］ "

年份 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政业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公共管理与

社会组织

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
教育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与地质勘查业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半投向房地产业，

! 1 - 投向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剩下的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的比重较大。+&&* 年全市

对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与

娱乐业等方面投资累计之和还没占到第三产业投资

的 ."。

房地产业在重庆方兴未艾，有力地改善了老百

姓的居住条件。房地产业在过去几年里是拉动消费

的主要动力。“交通建设年”、“八小时重庆”、“半小

时主城”等工程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环境；码头建设

填补了西南地区无专用集装箱码头的空白；铁路的

修建增进了省际之间的联系。重庆邮电通讯业发展

也是突飞猛进的。重庆市在教育、科研、卫生等方面

投资少，一方面是重庆财力不足的体现，有限的资金

还只能用于客观物质环境的改善，对生存软环境改

善还要等到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才能实现；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重庆投资存在的缺陷，教育、科研经费的严

重缺乏，势必影响人才的培养和高新技术的储备，对

经济发展的后劲将会产生阻碍。

),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分析

一般说来，在投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要提高国

民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提高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可

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产业投资结构是否合理，它同时

也是确定未来资金投向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选用

投资效果系数来度量投资效率。

投资效果系数 2 某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 1
同一期社会投资额［/］。它是全面评价投资效益的综

合指标。其值愈高，单位投资实现的 #$% 增加值就

愈多，投资的经济效益也就愈好。如表 . 所示，从

!00/ 年至 +&&* 年，重庆市各大产业投资效果系数

均呈逐年递减态势，全市整体水平下降一半。

表 ., 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比较［*］

年份 全市整体水平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00/ *’ .) 0&’ &0 )’ *& +’ &)

!00( +’ (/ ./’ /* )’ !* !’ --

!000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0( !.’ -+ )’ +* !’ &.

+&&* !’ // !+’ /* *’ ++ !’ &&

从数量上分析，由于投资总量的增幅太快，远远

大于 #$% 的增幅，所以投资效果系数下降。从内部

构成要素看，尽管第一产业投资效果系数下降速度

最快，但因为投资所占份额太小，对全市总体水平下

降的影响较小；全市总体水平下降主要是由第三产

业投资效果系数下降了一半而引起的。相对一、三

产业，第二产业投资效果系数下降较慢。投资效果

系数的绝对值比较结果：第一产业 3 第二产业 3 全

市平均水平 3 第三产业。

-, 结论与建议

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数量上保持着三二一格

局，三次产业的投资效果按一二三的次序下降，两个

排序结果正好相反。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

会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不足 +"，由于基数小而呈现

出增速快的趋势；第二产业投资贡献大，资金需求旺

盛；第三产业投资较多但效率低，从而影响了全市投

资效果。

重庆市要协调产业结构，必须确定合理的产业

投资结构：首先，应进一步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

位，确保第一产业投资比重稳中有升，争取尽快达到

-"；其次，要加快提高第二产业投资数量与比例，争

取达到 *&"，其中要增大支柱产业的投资比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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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

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投资比例要适当降低，

要特别重视投资效率的提高。但是，对于改善全市

经济发展环境的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文化、卫生事

业等的投资，要在可能的范围内争取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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