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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陕西省 1992～2001年工业产业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测算，给出2001年陕西资源 

密集l产业、资本密集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比较优势的对比结果。同时，在 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和陕西 

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建立了同期两地区的我国社会核算矩阵SAM，利用 SAM 完整的核算框架和数据进行了情景模 

拟，获得陕西省和全国受税收政策变动影响引发产业发展及其比较优势的变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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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陕西省地处我国中西结合部 ，具有承东 

启西 、连接南北的优势。随着国家和区域产业 

结构政策的调整，近 10年来陕西省产业结构 

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以机械、电子、纺织、 

食品等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 ，并且 

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等方面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本文旨在 

研究税收政策对陕西省产业结构比较优势的 

影响效应，为陕西通过税收政策调控促进陕 

西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陕西省工业产业结构变化特征及 

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从 1992-2001年工业总产值指标来看， 

纺织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烟草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服装及其它纤 

维品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等，占陕西省工业 

总产值的份额呈现连续下降的态势，而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陕西省总产值的 

份额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 ，充当了陕西省 

制造业的五大支柱产业。 

1．1 陕西省工业产业结构变化特征分析 

1992～2001年陕西省工业产业中以资源 

类为主的煤炭、有色金属矿及石油天然气开 

采业几乎保持了不变份额 ；以技术密集为主 

的电子 、电器、交通设备制造业所占份额快 

速上升 ，而其它行业多呈现相对萎缩的趋 

势。本文通过工业结构变化系数、专业化程 

度指数和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指数来分 

析刻画陕西省工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并 

与西部和全国进行对比。 

(1)工业结构变化系数 ．s。 

∑l s,(t)-s 一5)1 
．s= —  一  

其中，s z(t)是 t年 i部门占整个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若 S=I意味着结构完全改变；如 

果 ．s为 50％则表明有一半的工业部门的增 

加值发生了变化。本文借鉴 1991～2000年国 

家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进行具体测算，结果 

发现 1990～1999年陕西省工业结构变化系 

数为 28．53％，超过西部结构变化系数 27．1％ 

的 1．43个百分点，位于西部第 3位、全国第 

7位，说明陕西省整个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变 

化比较大。 

(2)工业结构专业化程度指数 H。 

／ si(t)xlns ＼ 

日=100×f l+— J 

其 中，s 是 i部门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 ；̂ 为部门值的自然对数。 本文借鉴 

2000年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进行具体 

测算，结果发现 1999年陕西省工业结构 的 

专业化指数为 14．12，西部的工业结构专业 

化指数为 23．2，陕西省居西部第 11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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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位，说明陕西省工业结构的专业化水 

平较低。 

(3)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指数 。 

=供给推力×需求拉力 

其中，供给推力由 “积累能力+创新能 

力+供给弹性”构成，包括投资率、工业销售 

利税率、人均 GDP、GDP年增长率 、县以上政 

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 

献机构从业人员 (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总人口，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6项指 

标；需求拉力包括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以及非 

食品支出占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 2项 

指标；R的计算方法主要参考了韦伟等人的 

方法⋯。本文借鉴 1991～2000年国家统计年 

鉴数据资料进行具体测算 ，获得 1990～1999 

年陕西省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指数为 

1-38，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1J)0的取值 ，居西 

部第 1位、全国第 7位，揭示陕西省具有较 

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1．2 陕西省制造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分析 

翟凡、李善同和王直的研究表明，产业 

结构与贸易结构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两者之 

间不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21。但是，一个行业 

在贸易结构中的地位和随时间变动方向会 

受到其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借助美国经济 

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balassa，1965)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研究陕西省制造 

行业比较优势的测定问题。 

Y }Y 

指数 RCA,-- 
A  A  

其中，RCA 指某国I产品的出口在全世 

界该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与该 国所有产品出 

口在世界总出口中份额的比率 ； 是某国家 

I产品的出口额， 是该国家的出口总额 ； 

是全球 I商品的出口， 为世界出口总额。 

实践证明，RCA指数>2．5表明某国该产品具 

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RCA指数>1．25表明 

某国该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指 

数<0．8，则表明某国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 

弱。本文在测算陕西省制造行业 比较优势 

时，选择 是陕西省 I产品的出口， 是陕 

西省的出口总额； 是全国 I商 品的出口 

额， 为全国出口总额，借鉴 1993、1997和 

2002年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测算获得 

陕西省 RCA指数 1992年、1996年和 2001 

年制造行业显性比较优势值(如表 1所示)。 

从表 1获悉 ，1992~2001年陕西省各行 

业比较优势随时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 

表1 陕西省制造业的显性比 

较优势测算值表I RCA) 

资源密集行业 比较优势增加最为明显 ，其 

RCA值由 1992年的 1．33增加到 1996年的 

1．88，在 2001年跃升至 14．9；而劳动密集行 

业比较优势迅速丧失，其 RCA从 1992年的 

1．16减为 1996年的0．76，到 2001年仅为 

0．59；资本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前期提升，后 

期则保持了相对稳定，RCA值从 1992年的 

1．09升至 1996年的 1．43，2001年仍为 1．4； 

技术密集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标一直偏 

低。依据RCA指数理论，2001年资源密集行 

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为 14．89，表明其具有 

极强比较优势；资本密集行业显性比较优势 

指数为 1．4，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劳 

动密集行业和技术密集行业显性 比较优势 

指数为0．6和0．5，表明其均不具有显性比较 

优势。 

2 基于动态 CGE模型的税收政策 

变动影响效应分析 

为了模拟测算我国消除部门问税悦差 

异和补贴的税制政策问题 ，本文构建陕西和 

我国其 它地 区 的两 区域 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_引，测算贸易 自由化 

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税收政策对陕西省和 

全国比较优势的影响效应问题。 

2．1 陕西与我国其它地区的 CGE模型构 

建 

陕西和我国其它地区的两区域 CGE模 

型，不仅包括两 区域各自的需求、生产和贸 

易结构，而且还包括描述地区问的要素流动 

和政府问的转移支付，同时还包括各区域 32 

个生产部门、5种生产要素 以及城镇和农村 

居民。模型假设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通过 

CET函数进行描述 ，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劳 

动和资本被所有生产部门使用，土地被农业 

部门使用 ，资本流动取决于地区间资本的相 

对报酬和固定的转换弹性；劳动力被划分为 

农业劳动力、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 ，农业劳 

动力和生产工人根据 CET(不变替代弹性函 

数 )方程进行转换 ，这种转换取决于两者之 

间的相对工资和不变的转换弹性，劳动的实 

际收入等于实际工资加上经过地区消费价 

格指数平减后的人均政府间转移收入。CGE 

模型的各种市场假设如下： 

(1)生产和要素市场。所有生产部门采 

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 ，并按成本最小 

化的原则决策，且生产过程用多层嵌套的常 

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描述。第一层次，总 

产出由初始要素与能源投入的组合(增加值 

与约束值)以及其它中间投入来共同决定； 

第二层次，中间投入合成按照里昂剔夫结构 

分解为各种中间投入。 

(2)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每个部门 

都是一个典型的企业，通过将其产品在出口 

和国内销售问分配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 

两者之间不完全转换 。利用阿明顿(Ann— 

ington，1969)假设，对于每一阿明顿合成商品 

采用两层嵌套的 CES函数实现，顶层是国内 

商品和进口品的合成，具体取决于价格的相 

对比率和替代弹性，第二层是本地商品和国 

内其他地区调入商品的合成。 

(3)收入分配和需求。要素收入被分配 

到企业、居民、政府以及预算外的公共部门。 

根据满足其预算约束条件下居民的最大化 

效用，运用 Stone—Geary效用函数导出线形 

支出系统(ELES)描述居民的需求函数。将储 

蓄进入居民的效用函数并用消费者价格支 

出作为储蓄的价格；社会总消费和投资需求 

按固定支出份额的函数描述[21。设定库存增 

加全部是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中间投入、居 

民消费以及其他最终需求形成了对同一类 

阿明顿合成商品的总需求。 

(4)宏观闭合。政府实际支出和实际储 

蓄都是外生的，除了增值税内生于政府的预 

算平衡 ，其它的税率和转移支付都是固定 

的。各种投资支出的总和等于各种储蓄的总 

和，其中各种储蓄包括企业留利、居民储蓄 、 

政府储蓄、预算外公共部门储蓄和国外资本 

流入。 

2．2 税收政策变动对陕西省比较优势的影 

响 

为了消除扭曲性的税收和补贴所带来 

的影响，本文基于对环境政策和劳动力市场 

的假设 ，考虑下面的模拟情形 ：考虑消除差 

别性的税收和补贴政策下(即对各部门采用 

统一的进口税率 ，取消生产补贴并用统一的 

增值税代替各种间接税)，税收政策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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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带来的影响。 表3 基于情景的陕西省各项模拟结果(％。相对基年的变化程度) 

情景：财政闭合原则——假设收入中性 

行 业业 豢 就产出 口就业 篓出口 萎 篓 方式实现了各部门税率和补贴率的统一，税 率内生于保持政府的实际支出和实际收入 
格 率) 

不变，即保证了宏观经济中的财政中性，因 农业 7
． 8 —0．8 —0．5 —21．9 0．1 —0．094 

此政府的支 出和储蓄的变动不会导致消费 煤炭采选业 1
． 2 8．8 9．2 29．7 

和投资的变动。为了具体模拟测算陕西省和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6 2．4 3．3 

全国消除部门间的税收差异和补贴，本文基 金属矿采选业 3．8 —6．9 —6．3—11．0—11．1 —2．047 

于 1997年全国和陕西投入产出表 ，建立了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 —1．1 —1．1 1．5 —4．3 —0．055 

1997年两地区的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一2．6 0．7 1．2 10．1 —1．4 —0．020 

Accounting Matrix—SAM)，利用 SAM完整 的 纺织业 一1．1 10．2 10．2 8．9 11．4 —0．036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一0．7 4．5 5．0 2．2 6．8 —0．001 
核算框架和数据进行情景的模拟其结果见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一2

． 1 5．5 5．6 5．0 8．8 0．000 

表 2。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0．3 3．2 3．7 —1．0 5．2 —0．001 

表2 情景模拟主要结果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一4．6 1．2 1．2 23．1 —3．9 —0．087 

化学工业 一1．6 —3．8 —3．8 7．9 —5．3 —0．130 (
％。相对于基年的变化程度)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一 3．3 4．7 4．8 11．9 13．3 0．010 

类 别 全国 陕西省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一2．8 6．2 5．9 14．3 6．7 —0．051 

社会福利(％ ofGDP) 0．07 0．48 金属制品业 一2．2 7．0 7．0 11．7 6．8 —0．048 

GDP 0．15 0．83 机械工业 0．5 —3．1 —3．1 —2．5 —3．2 —0．163 

消费 一0．73 —0．3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8 —11．3 —11．2 —5．1 —12．2 —0．033 

投资 1．43 2．0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一0．9 1．0 1．2 6．1 —2．3 —0．055 

出口 0．07 6．05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一2．3 16．6 16．8 12．6 17．8 0．029 

进口 0．00 2．84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一0．8 l3．4 l3．3 3．8 17．1 0．044 

实际汇率 一1．03 —2．60 其它制造业 4．5 6．0 6．6 —19．5 21．3 0．002 

贸易差额 一0．07 —0．92 电力生产业 一3．6 2．2 2．1 18．0 

要素价格 煤气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2．7 21．6 21．6 

． 农业劳动力 一2．30 0．64 建筑业 2．1 1．8 1．7 

生产工人 一1．44 1．26 运输业 0．5 0．8 0．6 

技术工人 0．10 1．34 邮电业 4．2 0．5 0．6 

土地 一3．53 —0．27 商业 6．5 0．4 0．5 

资本 5 58 6．59 饮食业 3．6 0．4 0．4 

从表 2的模拟结果获悉 ，功能性收入分 金融业 一18．1 10．6 10．6 

社会服务业 4．3 2．3 2．2 

配的变化更有利于企业消除税收差异和补 文教卫生事业 10
． 0 —5．3 —5．4 

贴的扭曲，将会使投资增加、私人消费减少。 行政机关及其它行业 8．8 0．0 0．0 

当采用统一的增值税后，我国其它地区的资 的增值税 ，这些部门的价格将提高4．5％；金 8％-13％，并将导致陕西省总出口的快速增 

本回报 率将增加 5．58％，陕西省将增 加 融业、石油加工业 、电力和建材业的税收负担 长。陕西省大多数行业的 RCA都将下降，说 

6．59％，我国其它地区的工资水平将下降，陕 较重，一旦消除税收和补贴的扭曲，它们的价 明陕西省当前的出口结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西省的工资也仅增加 1％左右。发现陕西省 格将急剧下降；食品、金属原材料以及电子产 依赖于当前的税收和补贴制度。 

和全国都可以从消除税收差异和补贴中获 品的价格在采用统一的增值税情况下也将有 3 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得收益，并且陕西省 GDP和社会福利收益要 很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各部门的税负和价格 

大于全国，说明陕西省存在较大程度的税收 的变动将会导致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 ，通常 当前的税收差异和补贴在很大程度上 

差异和补贴的扭曲。为全面了解陕西省税收 减少税收会使那些高税负部门的总产出增 产生了中国经济的扭曲；全国和陕西省都将 

要素的变化对各行业显性 比较优势的影响， 加，使低税负部门的总产出下降。其中，农业 从消除部门间税收差异和补贴扭曲中获益。 

本文在情景下进一步模拟陕西省各部门的 和金属矿采选业的总产出分别下降 0．8％和 陕西省 GDP和社会福利的获利要远大于全 

生产价格 、总产出、就业以及各部门出口，由 6．9％，金属业的总产出提高了 10％。除化工、 国，这说明陕西省当前税收和补贴的扭曲程 

于税收变化而产生的价格变化情况(表3)。 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多数的工业部门 度更高。 

从表 3各部门生产者价格变化的模拟 的总产出将增加。要素成本的变化，还使劳动 陕西省当前的税收和补贴结构更有利 

结果获悉，农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 密集型行业(如纺织 、服装 、玩具和文教制品 于农业、采掘业和一些重工业部门，一旦消 

矿采选业、商业 、邮电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净 业)的生产规模会因税负的降低和劳动力成 除税收和补贴扭曲，这些部门的总产出将减 

税收负担相对其他部门较低，如果采用统一 本的下降得以扩张。这些部门的出口将增加 少其生产规模(如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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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线性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构建 

袁碧玉，贺盛瑜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系，四川 成都 610103) 

摘 要：管理信息系统已深入到各行各业，但开发高质量的MIS远落后于计算机发展，由于系统设计缺陷及满足需 

求增长的不适应，给用户带来不便与损失，并缩短了系统使用寿命。为此，提出了基于非线性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构建 

思路：对系统信息进行统计 自相似性分析，能对未来信息进行动态预测；对功能部分与整体进行 自相似性分析，从而部 

分能有效地过渡到整体 。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管理信息系统；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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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管理信息系统_l-21(MIS)是一个综合性 、 

边缘性、系统性、交叉性的学科，在现代社会 

已深入到各行各业，但由于其涉及计算机学 

科、数学、管理学 、仿真等多学科 ，开发高质 

量的 MIS远远落后于计算机硬件发展，加上 

社会对 MIS发展和完善需求的增加及开发 

过程 中的错 误认识 和行为导 致了 MIS开 发 

失败_3l。如何提高 MIS开发成功率已成为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目 

前国内外主要是增加功能子模块 ，虽然这能 

解决一些问题，但增加模块与已有模块的协 

调性问题及不能较好适应以后需求的进一 

步增加，给客户带来诸多不便，从而也限制 

了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1 非线性科学理论 

非线性科学理论 包括耗散结构论 、协 

同论、分形及混沌等。它主要研究和揭示复杂 

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中所隐藏的规律性 、层次 

性和标度不变性，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新学科，是探索复杂现象 

的一种新方法。非线性科学认为部分与整体 

具有自相似性，从部分出发可以确立整体性 

质，可沿着微观到宏观的方向展开来研究系 

统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整体对局部上具有依 

赖性，可寻找从部分演绎并过渡到整体的媒 

介与桥梁来研究整体。系统整体由部分组成， 

可以通过部分来映象整体，系统中的单元和 

元素反映和包含整体的性质 、信息 ，即元素映 

现系统，这是非线性科学哲学基础之一。 

2 基于非线性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 

构建思路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非线 

性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 

中分形理论更是如此[31。21世纪是非线性科 

学的世纪，未来的管理是非线性的管理，未 

来的管理信息系统也必须在无序中走出 自 

采选业和化学工业)。陕西省大多数的制造 

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将从这项政策中获 

益，这主要得利于这些部门税收负担的减轻 

和要素成本的变动。 

税收差异和补贴扭 曲的消除将利于提 

高陕西省出口的竞争力。在消除税收和补贴 

扭曲的情况下，陕西省总出口将提高 6％，大 

大高于全国其他地区，那些劳动密集型和出 

口导向型行业如食品、纺织 、金属原材料和 

电子工业将迅速扩张。陕西省出口的部门结 

构将更加趋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其比较 

优势将更加吻合。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通过改革现 

有的税收差异和补贴制度，采用统一的增值 

税将利于促进陕西优势产业的发展，提高陕 

西省的经济运行效率。但要考虑将会在这项 

改革中受损的部门，需要一些配套的改革措 

施来促使其平稳过渡，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 

的改革方面。陕西劳动力资源丰富，创造更 

多的就业岗位对陕西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 

非常特殊的意义，期待着陕西省的比较优势 

产业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配套实施 中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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