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广东省机场经济效益测

算实证研究
摘   要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机场经济主要强调盈利能力，而忽视其对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相

互影响作用。因此，研究评估民航运输机场经济的效益，已成为国家民航运输机场建设与发

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论文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结合广东机场的实例，对民航运输机场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和研

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以运输经济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民航运输机场的经济效益及

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2）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

析框架，即投入产出法对机场经济效益展开研究；（3）调整 2007 年、2012 年和 2017 年

的广东省投入产出表，以突出民航运输部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广东省机场运输业的经济

影响和经济效益进行评价。

研究结果显示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对于机场运输业的需求与消耗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民航机场，经济效益，投入产出，关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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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机场即作为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关键交通起始点又是具有重要战略性的重大基建,它承载

着关键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空港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发挥交通功能，更在于拉动和

促进地域发展经济状况起伏波动的强大城市心脏。因此，机场的资金把控与资源配置等方面

不仅要获得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还要综合考虑空港自身所产生引起的经济效益。其往往表

现出较大的扩张性和辐射聚集网络效应，这些特点大多难以量化、分解，且具有长期效应，

给机场项目的评价、决策和管理带来偏差和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有关部门在对国有机场的绩效评价中，把企业的经济效益



评判放在第一位，从根本上就锁定了其作为一般企业的大定位。

二、由于过于重视空港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其在引入航空公司、货运替代商等相关行业

方面存在大把不足。

三、由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决策方向，机场处于拉动区域经济的被动状态，国家有关部门的

主动引导强度缺失。产生上述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我国民航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对

机场的社会公益功能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评价和评价机场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指标体系方

法还不成熟。

1.1.2 研究意义

机场经济效益评价的探究，应成为政府机场规划与壮大的重要课题方向。为此，本文对机

场经济效益评价进行了研究，试图为国家有关部门全面把握机场与社会各产业联结功能的绩

效提供参考，同时为其对机场的总体规划和监督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并使人们对机场的经济

相关作用有更广泛、深入且全面的了解。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综述

大致一轮 4 年时间，ACI 欧洲分会就会研究分析空港的经济效益[1][2][3][4][5][6][7]。 根据对空

港运输量和地域生产总值之间的实例探究，Jonathan  D.  Green 等提出空港任职水平跟有

关单位的办事效率会对运输产生相应的作用，并且地域效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港运

输[8]。空港运输结合实际数据的探究对金融、商业、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自然态势的作用

结果，美国金融测算组织 DRI-WEFT 得出对经济发展有不好作用的因素有空港堵塞以及班次

由于各种原因而耽搁的结论[9]。航空货客运堵塞对地域经济产生的作用，以及解决的方案都

由 Claude Hustache 依靠众多的数据解析形成的空管模型产生[10]。

1.2.2 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对于机场经济的评价在最近几年慢慢出现，以往相应的研究都较少，并且大部分都仅

仅停留在了定性探究，针对定量探究的往往参考国外方法较多，没有系统的、准确的探究方

案或评判体系。

2009年，钟山等人对于北京首都机场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了相应的评价，该评价运用投入

产出法和数据调查法从间接效应、诱发效应、催化效应方面做出了定量分析[11]。

2006年，张迎军在定性探究的角度介绍总结了关于空港经济研究的方法与对应的各项指标

[12]。王家庭探究评价了八十年代到 2010年之前的交通输送跟国家发展的关联性，得到了它们

之间存在单向关联的结果，即国家发展会带来交通运输业的加强，反之，交通运输业的



壮大产生的效果对国家的发展并不大[13]。芮宏将民航运输机场作为探究对象，采用投入产

出分析法探究了国家重要基建对地域金融发展增长的作用，以及与之对应的发展策略[14]。 

卢芬在对广州白云机场进行经济探究时使用了回归法与投入产出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案，与

之对应的形成了定性及定量相混合的评价结果，有极大的参考意义[15]。同样的，王剑雨在使

用相似方法的前提下，将民航运输机场的经济绩效细化到了直接贡献、前、后联系等方面[16]。

还是在前者类似的原理之下，胡华清等人将深圳宝安机场作为探究对象，测算了航空运输业

跟地域经济之间的贡献联系，并且从定性评判出发，在缩短时间成本、吸引跟助力各产业升

级发展上得出有价值的结论[17]。钟山等人采用西方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北京首都机

场甚至扩展到延伸至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绩效都作了定量测算分析[18]。

从 2009 年开始，廖明球出版的关于 input-output 的专著中，分析了一些拓展的项目[19]，

之后的一年里，王幼松等人以及黄健元等人相继从经济发展的后向关联性跟产业拉动就业等

间接经济绩效和非经济绩效角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究[20][21]；最后李伟根据上述的条件下进

行了更深入的分析[22]。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外的学者专家以及机构对于经济影响方面的探究都大差不差得走到了相似的方案上，

通过上述的构成，得到了以下的方法总结及评价：增加值分析方法、相应乘数模型以及投入

产出分析法加模型，并且都侧重于对经济绩效的评判。在非经济绩效评判上，重点主要集中

拉动就业岗位的作用上，在其他领域则寥寥甚微。本文在前人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探究结果

上采用较为成熟并且大多数经济评价都在使用的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全文的核心的论述与探

究。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论文将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定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研究机场经济效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

的相互影响作用。研究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等。

第二章介绍清楚上、下游产业链与空港产业之间的影响以及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具体内容。解

释投入产出表的调整方式，总结文章研究所需要的产业关联理论和投入产出模型。第三章，

对广东省 17年的投入产出表[24]进行调整得出数据结果（分析投入产出表调整的合理性、相关

产业的针对性）并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于机场的后向关联经济效益和前向关联经济效益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第四章结合广东省机场进行实证研究，代入 07、12年的广东省投入产出数据



[25][26]得出结果，与 17年进行比较结论。第五章为文章结论及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讨的问题。

图 1.1 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

1.3.3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学科的知识被整合，多种分析方法被交叉。具体而言，第二章主

要采用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综合运用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投入

产出模型等方面的理论，对机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效益进行研究。第三章采用了国民经济学、

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第四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广东省机场进行研究。



第二章  投入产出表基本原理及调整

2.1  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原理

美国远近闻名的经济学家瓦西里·莱昂蒂夫建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的消耗与分配之间的经济技术相关关

系就是投入产出法所对应的高效绩效定量探究方法。投入产出表自身体现表达的是一种突出

表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种产业消耗与分配关系的度量有序、对应清晰的网格式的形式，它

也可以概括为每一社会经济部门之间技术发展一一对应相互影响依赖关系，在这之外，采取

投入产出表来测算一系列的技术意义经济相关系数的结果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在产业部门经济

规划战略、决策施行依据时，来推断出代表的效果与作用。

本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投入产出分析和投入产出模型构建的框架基础之上完成的。

投入产出表是一种特殊的度量有序、对应清晰的网格式表格，反映了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各

产业部门之间投入与产出、消耗与分配的数量依赖关系。投入产出表包括实物型和价值型两

种表格，如表 2.1就是一个简化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表 2.1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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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表中具备以下三种平衡关系：  

（1）行平衡关系 

从左到右，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总产出，即：

∑n
j=1 yij + Yi = ki                   (i = 1,2,…n)                       （2-1）

式 2-1 中,∑n
j=1 yij 代表第 i部门的中间投入之和；yij代表第 i 部门对第 j 部门

的投入量；Yi代表第 i 部门的总产出；ki代表第 i 部门提供的最终使用量。 

（2）列平衡关系 

从上到下，中间投入+ 增加值=总投入，即：

                             ∑n
i=1 yij + Gj = Yj                   (j = 1,2,…n)                   

(2-2)

式 2-2 中, ∑n
i=1 yij代表第 j 部门的中间使用之和；yij代表第 j 部门对第 i 部门

的消耗量;Yj代表第 j 部门的总投入；Gj代表第 j 部门增加值合计。

（3）总量平衡关系 

①中间投入=中间使用，即：

                            ∑n
i=1

∑n
j=1 yij = ∑n

j=1 ∑n
i=1 yij                             

(2-3)



  式 2-3中，∑n
i=1

∑n
j=1 yij代表中间投入合计；  ∑n

j=1 ∑n
i=1 yij 代表中间使用合计。

②增加值=最终使用，即：

                           ∑n
j=1 Gj = ∑n

i=1 yi                                     

(2-4)

式 2-4中，∑n
j=1 Gj代表增加值合计；∑n

i=1 yi代表最终使用合计。

③总投入=总产出，即：

                           ∑n
j=1 Yj = ∑n

i=1 Yi                                     

(2-5)

式 2-5中，∑n
j=1 Yj代表总投入；∑n

i=1 Yi代表总产出。

2.2  投入产出表的调整

2.2.1 基于民航运输的投入产出表的调整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机场运输行业进行探究分析，现有投入产出表必须进行重构，以

实现突出机场运输行业的目的。广东省现有最新的为 2017年广东省投入产出表，与之对应的

有 42个部门以及 1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由于需要通过详细分析机场运输与其他行业之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分析机场经济效益的目的，同时，142 部门对投入产出表的所对应的

数过于庞大且分析起来势必会比较繁琐，因此本文根据 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之

上，将 142 个部门中的航空客运业和空运货运业从 142 个部门的流程表中分离出来组成新的

机场运输业。

需要剥离的运输仓储行业具体包括铁路客货运、道路运输、城市公共交通、水运、航空客

货运、管道运输和仓储邮政九个行业。在这之中，航空客运的经营范围即为以转移、运送以

及中转旅客为主要生产发展内容;航空货运业的主营内容涵盖以下三种类别:

1.以货邮运输为主要盈利手段的航空货物运输;

2. 以农业发展、医疗或紧急救援救助、娱乐等将旅客、货物运输除外的通用航空服务;

3、涵盖机场、空中交通管理及其他未明确致命的航空运输辅佐活动

在上述方法合并出新的部门之后，与此同时，原属于第 27部门的运输仓储业务部进行更改，

更名为“调整之后的运输仓储业务部”。另外，为了便于进一步分析，本文采用了由分到总

的角度加入三次产业分类(一、二、三产业)进行分析。具体的调整方法如表 2.2：

表 2.2 调整方案



调整后部门 142表部门 调整后部门 142部门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农产品+林产品+畜牧

产品+渔产品+农、林、

牧、渔服务产品

金属矿采选产品 黑色金属矿采选产品

+有色金属矿采选产

品

煤炭采选产品 煤炭开采和洗选产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

品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

品

化学产品 基础化学原料+肥料+

农药+涂料、油墨、颜

料及类似产品+合成

材料+专用化学产品

和炸药、火工、焰火

产品+日用化学产品+

医药制品+化学纤维

制品+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

食品和烟草 谷物磨制品+饲料加

工品+植物油加工品+

糖及糖制品+屠宰及

肉类加工品+水产加

工品+蔬菜、水果、坚

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

工品+方便食品+乳制

品+调味品、发酵制品

+其他食品+精和酒+

饮料+精制茶+烟草制

品

纺织品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

精加工品+毛纺织及

染整精加工品+麻、丝

绢纺织及加工品+针

织或钩针编织及其制

品+纺织制成品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

绒及其制品

纺织服装服饰+皮革、

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鞋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家具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

用品

造纸和纸制品+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品+

工艺美术品+文教、体

育和娱乐用品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

燃料加工品

精炼石油和核燃料加

工品+煤炭加工品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

选产品

非金属矿采选产品+

开采辅助活动和其他

采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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