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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持续加深，进口中间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成为产业经济

研究的重要内容． 考虑到中国的贸易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建立了区分加工贸易的投入

产出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基于 2012 年中国区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模拟

了各类进口中间品价格变化对中国各部门价格的影响． 考虑到传统模型无法反映普遍存在的

价格传导时滞，建立了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的离散时间状态迭代方程． 结果显示，矿产开采类

和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大，前者由于涉及的生产链较长，会对下游

部门产生广泛影响，导致国内市场整体价格的波动会延续较长时间; 后者对国内电气电子部

门的影响尤为显著，价格会在第 6 周和第 12 周有较明显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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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国际产业链分工不断深化，各大经济

体在合作共赢的同时，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程度也

在逐步加深． 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机遇和发

展，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

国际经济外部环境的影响，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

战． 国民经济中各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波动会通

过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传导，引起相关部门产品

价格变化，进口中间品价格的波动也是如此，这

是政府防止通货膨胀、实施经济调控时需要关注

的重点． 现今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至晚

期，对于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一直居高不下，

特别是粮食、石油、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 作为新

型工业化转型阶段的基础物质支撑，上述产品的

进口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出现大幅度减少． 当这

些进口中间品价格波动时，很容易引起国内各部

门产品价格的连锁反应，甚至引起国内经济整体

的不稳定，进口供应和价格风险将在较长一段时

期内存在［1］． 如果能了解各类进口中间品在国内

生产体系中的作用，知晓其中运行的规律，从而

监控和预测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将

对各类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指导．

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之初，就出现大量文

献关注外部冲击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 通过文

献梳理，发现计量经济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更侧

重于分析商品价格波动对较宏观的大类价格指数

的影响． 例如 Minot［2］用 Error Correction 模型分

析了国际粮食价格对非洲国家粮食价格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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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等［3］用 VAＲ 模型估算了国际油价冲击对美

国各部门的价格指数的影响效应; Ceballos 等［4］

用 GAＲCH 模型分析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向发展

中国家国内市场的传导; Guo 等［5］用 Granger 方

法测算了钢铁产品价格在产业链以及国际市场的

传导等．
美国经济学家 Leontief［6］提出的投入产出分

析方法，能够全面体现经济链条上各个生产部门

之间的联系［7］，在测算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同时更

能反映出各部门价格的变动幅度，很适合应用于

价格测 算、价 格 影 响 和 波 及 效 应 等 方 面 的 研

究［8］． Leontief 于 1947 年提出第 1 个成本–价格

结构的价格模型后，投入产出技术应用于价格

传导方面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包括局部

闭的价格模型［9］，考虑供求关系和政府调控因

素的价格模型［10］，考虑汇率的价格模型等［11］．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

外部价格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例如进口能

源价 格 对 国 内 工 业 产 品 价 格［12］ 以 及 家 庭 支

出［13］的影响．
然而，当此类问题应用到中国时，需要考虑

到中国的贸易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14］，

进口的中间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生产加工出口

品，即对进口中间品作加工装配后直接出口． 这

部分产品不用于国内进一步生产，对国内的产品

价格不会产生影响． 因此如果不对加工贸易进行

区分，会夸大进口中间品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水

平的影响．
此外，进口中间品价格变化对国内产品价格

的传导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通过产业链上各

个部门间的层层传导实现的，这就导致各个部门

产品价格的反应存在时间的先后． 因而政府的调

控也要考虑到这种价格传导的时滞现象，尤其是

当进口中间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多次大幅度变

动时，调控政策就更应注重时效性和针对性． 要

考虑时滞现象，传统的投入产出方法将无法直接

处理． 林伯强和王锋［15］以及 Frondel 等［16］分别用

ＲSVAＲ 模型和 ECM 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研究

了能源对一般价格水平传导的滞后时间; 徐丹和

佟仁城［17］引入价格黏性理论，构建了投入产出

黏性价格模型; 尚俊松［18］运用离散状态方程，建

立了含时滞的价格传导投入产出模型． 但针对进

口中间品价格的传导，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能反

映其传导时滞的模型．
考虑以上两点，本文改进了经典的投入产

出价格传导模型，分别对进口中间品价格波动

在国内市场的传导做静态和动态的分析: 建立

了区分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进口中间品价格传

导模型，并基于 2012 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测

算了各类进口中间品对我国各部门产品价格的

影响; 运用离散时间状态迭代方程，构建了考

虑时滞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测算了进

口中间品价格变动对国内各部门产品价格影响

沿时间轴的分布．

1 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静态分析

1． 1 区分加工贸易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

中国作为制造业出口大国，加工贸易所占的

比重一直比较大．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中

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 2000 年 ～ 2007 年一度

达到全部进出口总额的 50%，以后虽然逐渐下

降，但至 2019 年仍达 11 528 亿美元，占全部进出

口总额的 25． 2%． 由于加工贸易进口的中间投入

品不用于国内进一步生产，对下游产品价格没有

传导作用，如果不区分加工贸易，会夸大部分进

口中间品价格上涨对国内产品价格的影响． 因

此，为了精确刻画各类进口中间品价格波动对国

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建立了区分加工贸易的进口

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
在投入产出模型中把生产活动分为两部分:

用于国内需求和非加工出口的生产( D) ，用于加

工出口的生产( P) ，由此建立区分加工贸易的非

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 简称 DP 表) ，具体形式如

表 1所示．
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是通过生产成本投入解释

产出价格波动的量化模型，在此框架基础上构建

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且该模型建立在 3 个

假设条件上: 不考虑企业可能采取的降低物耗和

成本的措施; 不考虑通过压缩增加值来减缓价格

冲击; 不考虑市场供需情况和调控政策对价格的

影响． 因此计算的结果通常被称为最大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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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区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DP 表)

Table 1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table capturing processing trade ( DP table)

投入类型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用于国内需求和

非加工出口的生产( D)

加工出口

生产( P)
消费

资本

形成
出口

总产出 /

总进口

国内

中间

投入

用于国内需求和

非加工出口的生产( D)
ZDD ZDP FDC FDI FDE XD

加工出口生产( P) 0 0 0 0 FPE XP

进口中间投入 ZMD ZMP FMC FMI FME XM

增加值 VD VP

总投入 XD ' XP '

假设第 k 类进口中间品价格外生上涨 Δ PM
k ，

在不改变生产技术的条件下，若成本上涨能在生

产体系中完全传导，用于国内需求和非加工出口

的生产( D) 各部门价格上涨幅度为

ΔPD = ΔPM
k A

MD
k + ΔPD ADD ( 1)

式中 AMD
k 为 D 各部门对第 k 类进口中间品直接消

耗系数组成的行向量，AMD
k = ZMD

k × X̂D －1
; ADD 为

D 对 D 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DD = ZDD X̂D －1
，该

式化简后得

ΔPD = ΔPM
k A

MD
k ( I － ADD ) －1 ( 2)

式中 ( I－ADD ) －1 是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的完

全需求系数矩阵，也就是列昂惕夫逆矩阵，它是

可逆的［19］． 该矩阵可以分解为 I+ADD+ADD2 +…，

即式( 2) 可被写为

ΔPD = ΔPM
k A

MD
k + ΔPM

k A
MD
k ADD +

ΔPM
k A

MD
k ADD2 + … ( 3)

这可以解释为进口中间品涨价直接导致使用

它作为中间投入的各部门产品价格上涨，而这些

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再次进入国内生产环节后，将

引发新一轮的价格上涨． 以此类推，由此累计成

各部门价格上涨幅度．
也可以从完全消耗进口品的角度推导该式．

D 的第 j 部门产品生产对第 k 类进口中间品直接

消耗系数为 aMD
kj ，而在生产需要的其他原材料、能

源等生产中又会间接消耗该类进口中间品． 完全

消耗等于直接消耗和所有间接消耗的总和，即进

口完全消耗系数为

bMD
kj = aMD

kj +∑
n

i = 1
bMD
ki aDD

ij ( 4)

写成矩阵形式为

BMD
k = AMD

k + BMD
k ADD

BMD
k = AMD

k ( I － ADD ) －1 ( 5)

式中 BMD
k 为 D 各部门对第 k 类进口中间品完全消

耗系数组成的行向量． 因此当第 k 类进口中间品

价格上涨 ΔPM
k 时，D 各部门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为

ΔPD = ΔPM
k B

MD
k

= ΔPM
k A

MD
k ( I － ADD ) －1 ( 6)

该结果与式( 2) 得到的结果一致．

由式( 2) 可以看出，在仅有进口中间品价格

发生变化时，除加工出口外，国内其他生产的价

格波动取决于进口中间品价格的变动幅度、对进

口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列昂惕夫逆矩阵 3 个

因素． 由于进口中间品直接消耗系数和列昂惕夫

逆矩阵反映的是当期对外贸易选择和生产技术水

平，在短期可视为稳定． 因此，在不考虑进口品

替代的假设下②，短期来看，国内各部门产品的价

格变化受进口中间品价格变化的影响是线性的．

此外，不同类型进口中间品价格对国内各部门

产品的传导与该类进口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和价

值链传导深度( 反映在列昂惕夫逆矩阵中) 直接相

关． 这表明，如果对某一类进口中间品的依赖较高，

或者某一类进口中间品主要投入在上游部门中，则

该类进口中间品对国内各部门产品的价格传导效应

要更强． 这将在 1． 2． 2 的实证分析中加以证实．
1． 2 各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测算

1． 2． 1 测算数据准备

目前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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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即不考虑价格变化的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互相替代和进口中间品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互相替代．



于竞争型表． 本文利用的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全球价值链课题组［20，21］编制的中

国 2012 年反映加工贸易的 139 个部门的投入产

出表( 简称 DP 表) ，同时，为了从宏观上展示各

类进口中间品价格波动对各生产部门的影响，并

使结果呈现更加简洁清晰，对原表的 139 个部门

进行合并分类，主要依据为各产品之间生产性质

的相似性，得到新的包含 15 个部门的 DP 表，部

门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DP 表的 15 个部门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15 product sectors of the DP table

序号 部门名称 包含内容

1 农林牧渔 农、林、牧、渔产品及服务

2 矿产开采 石油、天然气、矿产开采及服务

3 食品加工
各 类 食 品 及 烟 酒 茶 饮 料 加 工

制造

4 纺织印刷
纺织、毛皮、木材、造纸、印刷和

文教用品

5 石油化工
石油炼焦、化学制品、医药、橡胶

塑料、水泥玻璃和非金属

6 金属制品 金属铸造和压延

7 机械制造 各类机械设备制造

8 运输设备 各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9 电气电子 各类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

10 能源供应
电 力、热 力、燃 气 和 水 生 产 及

供应

11 土木建筑 房屋和土木建筑

12 交通运输 各类运输，仓储和邮政

13 商贸服务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及商

务服务

14 电信金融 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15 公共服务
科技生态、政府服务、教育卫生

和娱乐传媒

1． 2． 2 测算结果及分析

基于 2012 年中国 15 部门 DP 表和区分加工

贸易的投入产出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分别

模拟测算各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 25%，对 D
各部门产品价格的最大潜在影响． 同时，对各部

门的价格变化以投入产出表中该部门最终使用作

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类进口中间品对我

国市场价格水平的总体影响． 按影响程度大小排

序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类进口品对国内价格影响程度

Table 3 Influences of various types of imports on domestic prices

排名 进口品类别 影响程度 /%

1 矿产开采 1． 01

2 电气电子 0． 53

3 石油化工 0． 47

4 金属制品 0． 18

5 农林牧渔 0． 16

6 商贸服务 0． 13

7 交通运输 0． 12

8 机械制造 0． 10

9 纺织印刷 0． 07

10 运输设备 0． 07

11 食品加工 0． 06

12 电信金融 0． 04

13 公共服务 0． 02

14 能源供应 0

15 土木建筑 0

对国内市场价格整体影响程度最强的分别是

矿产开采类进口中间品和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

品． 由 2012 年中国 DP 表数据计算，除去加工贸

易，这两类也是所有用于中间使用的进口品中价

值量占 比 最 高 的，分 别 占 全 部 进 口 中 间 品 的

34. 2%和 17． 9%． 表 4 给出了这两类进口中间品

价格上涨 25%情况下，受影响程度排前 6 名的 D
部门及变化幅度．

表 4 矿产开采和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品价格提高 25%影响

程度前 6 名的部门

Table 4 Top 6 sectors affected by a 25%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of mineral mining and electrical /electronics

影响程

度排名

D 各部门价格反应 /%

矿产开采类 电气电子类

1 金属制品 3． 11 电气电子 3． 09

2 石油化工 3． 10 机械制造 0． 91

3 土木建筑 1． 62 运输设备 0． 80

4 能源供应 1． 56 金属制品 0． 78

5 机械制造 1． 35 能源供应 0． 57

6 电气电子 1． 24 土木建筑 0． 44

对国内市场传导作用最显著的矿产开采类进

口中间品证实了主要投入到上游部门的进口中间

品的价格传导效应要更强． 这里，为衡量各部门

在生 产 链 中 的 上 下 游 关 系，本 文 使 用 Antràs
等［22］构造的上游度指标，该指标越大表示对应

的部门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其在价值链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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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越处于上游． 由式( 7) ，使用 DP 表中的直接消

耗系数即可计算开放经济下调整后的上游度指数

U = ［I － Δ］－1e ( 7)

其中 U 表示由各部门上游度组成的列向量; Δ =

X̂D －1 ADD X̂D ; e 表示元素均等于 1 的列向量． 由

2012 年中国 15 部门的 DP 表，计算 D 各部门上

游度如表 5。
表 5 由 2012 年中国 DP 表计算的 15 个部门上游度

Table 5 Upstream degree of 15 sectors calculated from China’s

2012 DP table

排名 部门类别 上游度

1 矿产开采 4． 56

2 能源供应 4． 03

3 金属制品 3． 39

4 石油化工 3． 39

5 交通运输 2． 91

6 农林牧渔 2． 71

7 纺织印刷 2． 67

8 商贸服务 2． 55

9 电气电子 2． 53

10 电信金融 2． 39

11 食品加工 2． 34

12 机械制造 2． 26

13 运输设备 2． 01

14 公共服务 1． 54

15 土木建筑 1． 12

由 2012 年中国 DP 表数据，除去加工贸易，

矿产开采类进口中间品主要投入到石油化工部门

( 占 59%) 和金属制品部门( 占 34%) ，这两个部

门的上游度分别在 15 个部门中排第 4 和第 3． 说

明该类进口中间品作为基础性投入品，涉及的生

产链很长，价格波动对其下游部门会产生广泛

影响．
排名第二的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品证实了依

赖程度较高的进口中间品的价格传导效应要更

强． 由表 4 可知，受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品价格

波动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同类生产部门的产品． 根

据 2012 年 139 部门的 DPN 表计算可知，除去加

工贸易，电气电子部门生产中使用的电气电子类

中间品中进口品的占比在 24%左右，分部门来

看，对电气电子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几个

部门如图 1 所示，其中“通信设备”部门对电气电

子类中间品的进口依赖度高达 67． 5%．

图 1 对电气电子类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较高的电气电子制造业分部门

Fig． 1 Electrical /electronic sub-sector with high import dependence

on intermediate products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2 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动态分析

2． 1 引入时滞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模型

在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静态分析中，隐含

的假设 是 各 部 门 之 间 的 关 联 波 动 是 瞬 时 完 成

的，对各部门价格反应的分析只关注其最终结

果． 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生产投入与产出之

间有个或长或短的生产加工过程，被称为生产

时滞或生产周期，也就是投入品价格实际影响

到产出品价格的时间． 由于生产时滞的存 在，

部门之间的成本传导出现了时滞，进而导致部

门的产出品出现“价格时滞”，这是“价格黏性”
的一个重要原因［23］．

显然，生产时滞是各生产部门在现有技术条

件下的固有属性，价格时滞是生产时滞在产品价

格方面的体现． 考察短期内的部门动态关联时，

生产时滞是反映各部门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且

各部门生产时滞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将生产时

滞引入投入产出分析．

用向量 T = ( t1，t2，… tn ) 表示 n 个部门的

生产 时 滞，其 中 tj = sjd，sj 是 正 整 数，表 示

第 j 部门 的生产时滞是单位时滞长度 d 的整数

倍． 则从成本价格推动产品价格的角度，第 j 部

门在 t 时的产品价格由 t － tj 时的全部中间投入

价格决定． 引入时滞因素后，描述投入产出关

系的线性方程组变成了线性差分方程组，用离

散时间状态方程表示，第 j 部门在 t 时的产品价

格变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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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D
j ( t) =∑

n

i =1
ΔPM

i ( t －tj ) aMD
ij +∑

n

i =1
ΔPD

i ( t －tj ) aDD
ij ，

j = 1，2，…，n ( 8)

在确定进口中间品初始价格变动 ΔPM
i ( 0)

( i = 1，2，…，n) 后，即可对任意指定的时点 t 迭

代计算各部门在该时点的价格变动以及从 0 到 t
累积的价格变动，且累计值会最终逼近上述用

式( 2) 计算得出的最大潜在影响值．
2． 2 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沿时间轴的影响测算

2． 2． 1 测算数据准备

确定各部门的生产时滞是计算该时滞价格传

导模型的重要步骤． 在现有统计资料中并没有直

接反映各部门生产时滞的指标，因此本文使用能

间接反映该信息的相关指标来估计生产时滞．
对于农林牧渔业，由 2012 年投入产出表可

得分部门产值所占比重如表 6 所示．
表 6 2012 年农林牧渔分部门产值比例 /%

Table 6 Proportion of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sub-sectors in

2012 /%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

服务业

52． 5 3． 9 30． 4 9． 7 3． 5

由表 6 可知，农林牧渔业中，农业、畜牧业产

值合计所占比重超过 80%． 通过查找《中国统计

年鉴》等数据，主要农作物中，粮食种植约 占

68%，生长周期约为 5 个月 ～ 10 个月 ( 平均约

30 周) ; 蔬菜瓜果约占 15%，常见蔬菜的生长周

期约为 2 个月 ～ 3 个月( 平均约 10 周) ; 其他经

济作物( 例如花生、油菜籽、棉花等) ，生长周期约

为 4 个月 ～ 8 个月( 平均约 24 周) ，由此计算得

农业的平均生产周期约为 26 周． 畜产品中，猪肉

产量约占肉类的 65%，生猪的平均生长周期为

25 周; 禽类产量约占 25%，家禽生长周期约为

7 周 ～ 8 周; 其他牲畜的生长周期约为 8 个月 ～
18 个月( 平均约 52 周) ，由此计算得畜牧业的平

均生产周期约为 23 周． 然后，对以上细分部门的

数据以产值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可估算出农

林牧渔的平均生产时滞约为 25 周．
对于第二产业各部门，可以用存货周转率来

间接估计生产周期． 存货周转率是生产企业某一

时间跨度内销货成本与平均存货余额的比率，可

以测定企业存货资产的周转速度． 用该时间跨度

除以该时间跨度内的周转率得到存货周转时长，

可以认为与生产周期大致相同． 根据《中国统计

年鉴》数据，得到第二产业各部门的存货周转率

及估计的生产周期如表 7．
表 7 第二产业各部门存货周转率和生产周期

Table 7 Inventory turnover and production cycle of various

sectors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部门 存货周转率 生产周期 /周
矿产开采 11． 3 5

食品加工 7． 07 7

纺织印刷 10． 66 5

石油化工 10． 38 5

金属制品 8． 76 6

机械制造 6． 21 8

运输设备 8． 19 6

电气电子 8． 83 6

能源供应 34． 47 2

对于建筑业，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

设周期来估计生产周期，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建成投产率数据见表 8，来源为《中国统计年

鉴》． 取各年度平均值 66%，则项目的平均建设

周期为( 367 /0． 66 ) /7 = 79 ( 周) ，可用该时长作

为建筑部门的生产时滞．
表 8 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投产率

Table 8 Annual completion rate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projects

年份 建成投产率 /% 年份 建成投产率 /%
2010 62． 50 2014 68． 30
2011 63． 30 2015 74． 00
2012 62． 00 2016 68． 50
2013 63． 70 平均 66． 00

对于交通运输服务，由 2012 年投入产出表可

得分部门产值占比，如表 9 所示． 查阅相关资料数

据，铁路货物运输最低运到期限为 3 天，道路运输

一般在 1 天 ～5 天，水上运输平均时间较长，对各

部门时长加权平均，得到生产时滞约为 1 周．
表 9 2012 年交通运输业分部门产值比例 /%

Table 9 Proportion of output value of transportation sub-divisions

in 2012 /%

铁路运输 道路运输 水上运输 航空运输 管道运输

10． 29 65． 79 11． 78 10． 32 1． 82

对于商贸服务业，可以用《中国统计年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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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企业的商品购进额与期末商品库存额之

比作为库存周转率( 见表 10 ) ． 取各年度平均值

13． 2，则商品的平均流通周期为( 367 /13． 2) /7 =
4 周，可作为商贸服务业的生产时滞．

表 10 历年批发零售业商品库存周转率

Table 10 Annual inventory turnover rate of wholesale and

retail enterprises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平均

库存周

转率
13． 0 13． 9 12． 9 12． 8 13． 2 13． 2

而对于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社会公共服务等

行业，由于其投入与产出之间没有类似其他行业的

滞后性，时滞基本可以忽略，因此取最小值为 1 周．

综上，得到了 2012 年 15 个部门的生产周期

估计值，见表 11．
表 11 15 个部门生产周期

Table 11 Estimated production cycles of 15 sectors in 2012

序号 部门 生产周期 /周

1 农林牧渔 25

2 矿产开采 5

3 食品加工 7

4 纺织印刷 5

5 石油化工 5

6 金属制品 6

7 机械制造 8

8 运输设备 6

9 电气电子 6

10 能源供应 2

11 土木建筑 79

12 交通运输 1

13 商贸服务 4

14 金融地产 1

15 公共服务 1

2． 2． 2 测算结果及分析

得到各部门的生产时滞数据后，结合 2012 年

中国 15 部门 DP 表，根据线性差分方程组( 8 ) ，

即可迭代计算 D 各部门产品价格受成本价格波

动导致的连锁反应．

模拟测算传导效应最强的矿产开采和电气电子

两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 25%对国内各部门价格的

影响． 设定迭代次数为40，即可得到40 周内各部门

产品的价格波动，运行结果分别如图2 和图3 所示．

图2 矿产开采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25%四部门价格波动

Fig． 2 Price fluctuations of four sectors affected by a price

increase of 25% of the mining imports

图3 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25%四部门价格波动

Fig． 3 Price fluctuations of four sectors affected by a price

increase of 25% of the electrical /electronic imports

从时滞价格传导模型运行结果看，当矿产开采

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时，受其影响价格发生波动

的依次是能源供应、石油化工、金属制品、机械制造

等部门，其中在第 3 周 ～第 6 周之间各部门相对集

中地进行价格调整，将对价格总体水平出现较大影

响． 当电气电子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时，受影响

最显著的是国内市场的电气电子部门，同时反应的

还有金属制品、运输设备和机械制造等，主要发生在

第 6 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存在多个不同时滞，各部

门发生价格连锁反应时可能在某个时期出现叠加的

现象，从而引发该时期价格总体水平的较大幅度波

动． 根据时滞模型运行结果，将各部门价格变动以该

部门最终使用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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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间品对我国市场价格的整体影响程度． 如图 4
所示，矿产类进口中间品涨价时，由于涉及的生产

链较长，其价格波动会对下游部门产生广泛影响，

整体价格的波动也会延续较长时间; 电气电子类进

口中间品涨价后，由于电气电子部门受影响比较显

著，整体价格会在第 6 周和第 12 周有较明显的波

动; 而石油化工类进口中间品涨价后，在第 1 周和

第 5 周 ～ 第 6 周会出现价格反应相对密集的时

间段．

图4 3 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上涨25%国内整体价格波动

Fig． 4 Price fluctuations of domestic price affected by an increase

of 25% of the price of three imports

此外，由于在短期内生产部门的投入产出之间

有滞后性，经济调控措施的实施和发生效果之间也

会存在时滞． 因此在实施调控时必须把握好时间节

点、力度，做好预判、预调，才能以较小的调控代价

取得较大的调控效果． 对于在价格传导中起关键作

用的一些重点部门，例如石油化工业、金属冶炼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和电气电子制造业等，其平均生产

时滞分别是 5 周、6 周、8 周和 6 周，针对这些部门的

价格调控措施，在其价格可能发生变动的相对应的

生产时滞之前就要考虑如何介入．

3 结束语

在开放背景下，经济体是外部价格的接受

者，国际商品价格波动会通过贸易途径影响国内

产品价格，对宏观经济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本文

分别给出了区分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模型下进口

中间品价格传导的静态和动态分析，先计算了进

口中间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各部门产品的最大潜在

影响，再引入生产时滞因素，建立了与实际产业

经济运行更相符的时滞价格传导模型，为研究和

考察进口中间品与国内各经济部门之间短期内的

价格传导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计算进口中间品

价格对于国内的最大潜在影响，可以了解各类进

口品在国内生产体系中的作用． 从结果来看，矿

产开采和电气电子类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量最大，

这两类进口中间品价格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影响较

大，容易产生能源资源供应风险，经济稳定受到

一定挑战．
进一步地，本文利用离散时间状态迭代方

程，测算考虑时滞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效应，

从而可以判断各类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的动态特

征，为运用相关控制理论方法来调控和稳定产业

经济价格波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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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transmiss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with time lag: Based on
input-output model capturing processing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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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the transmission of the price
fluctuations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research． Con-
sidering the fact that China’s trade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amount of processing trade，this paper establi-
shes an input-output price transmission model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s capturing processing trade． Based on
the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table capturing processing trade of China in 2012，this paper simulates the
impact of price changes of various imported intermediates on the prices of various sectors in China． Further-
more，consider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price model cannot reflect the common price transmission time lag，a
discrete time state iterative equation is built． Ｒesults show that the imported intermediates of mineral mining
an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goods have the largest impact on domestic price level． The former，due to its long
production chain involved，has a wide impact on the downstream sectors，resulting in overall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impact of the latter on the domestic electrical and elec-
tronic sector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with obvious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6th week and 12th week．
Key words: price transmission; input-output model; processing trade; time lag

—12—第 10 期 徐 然等: 考虑时滞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传导———基于区分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