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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3：

SES 模型案例分析

本附件为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研究课题《应用 SED模型的创新技术建立具有

长效机制的广东省宏观经济决策支持系统》预研究项目“2013年广东省整体经

济仿真与预测”的报告附件。

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利用 SES模型总共做了四个案例，分别是 2007年全

国案例、2007年广东案例、2012年全国案例和 2012年广东案例。在这些案例中，

模型分析结果贴近现实，并起了优化作用。

一、SES 模型简介

SES模型是一个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线性规划模型。这种模型适合于进行经济

静态分析。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唯物主义的效用论，

同时也吸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合理的理论成分和方法。其中在简单再生产的

问题上，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纯粹的生产函数理论方面，参考了新古典

经济学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上采用了略加修改的里昂锡

夫的投入产出线性规划模型。

研究方法和目的：

本模型采用整体规划的方法，对生活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进行最优规划，

实现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源最少，在满足生产的生活资料产品的效用

量必须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源最少，而

生产的生活资料产品的效用等级最优的目的。本案例说明了如何在现有的商品生

产的社会生产方式中进行最优化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以避免盲目竞争和投机带来

的浪费，为合理地管理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数据来源：

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7年广东投入产出表

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12年广东投入产出表（实际上，2012年的投入

产出表尚未公布，在案例中，我们以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根据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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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2012年的 GDP增长率，同比例增加 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的数值，从而得

出案例中采用的 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

二、案例分析

1、2007 年全国案例

我们以 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作为主要输入数据，输出结果显示了

GDP，生产要素成本比例，生产要素单位成本，总投入等经济指标。由此模拟输

出的结果如下：

在模型优化输出中，GDP的值为 27.36 万亿元，而真实值为 24.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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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我们模型的优化，提高了 11.2%，提高的经济效益为 2.76万亿元，同时通货

膨胀率按同比例由由 4.8%降低到 4.6%，降低了 0.2个百分点。中间消耗由原来

的 67.52%降低到 65%，降低了 2.52个百分点。由于中间消耗的减少，总投入由

原来的 81.89万亿元降低到 79.25万亿元，降低了 2.64%，总成本由原来的 22.34

万亿元降低到 21.02万亿元，降低了 1.32%。

2、2007 年广东案例

我们以广东省 2007 年的数据作为输入数据，输出结果显示了 GDP ，生产

要素成本比例，生产要素单位成本，总投入等经济指标。模型分析结果贴近现实，

并起到了优化作用。

结果显示如下：

在模型优化输出中，GDP的值为 3.15万亿元，而真实值为 3.08万亿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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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们模型的优化，提高了 2.3%，提高的经济效益为 0.07万亿元，同时通货膨

胀率按同比例由 3.7%降低到 2.3%，降低了 1.4 个百分点。中间消耗由原来的

68.47%降低到 66.27%，降低了 1.8个百分点。由于中间消耗的减少，总投入由

原来的 9.77万亿元降低到 9.34万亿元，降低了 4.4%，总成本由原来的 7.62万亿

元降低到 6.89万亿元，降低了 9.58%。

3、2012 年全国案例

在模型优化输出中，GDP的值为 52.26万亿元，而真实值为 51.93万亿元，

经过我们模型的优化，提高了 0.6%，提高的经济效益为 0.33万亿元，同时通货

膨胀率按同比例由 3.3%降低到 3.2%，降低了 0.1个百分点。中间消耗所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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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由原来的 67.5%降低到 65.8%，降低了 1.7个百分点。由于中间消耗的减少，

总投入由原来的 159.67万亿元降低到 152.8万亿元，降低了 4.3%，总成本由原

来的 42.63万亿元降低到 40.58万亿元，降低了 4.81%，

4、2012 年广东案例

在模型优化输出中，GDP的值为 5.89万亿元，而真实值为 5.71万亿元，经

过我们模型的优化，提高了 3.2%，提高的经济效益为 0.18万亿元，同时通货膨

胀率按同比例由 3.3%降低到 3.2%，降低了 0.1 个百分点。中间消耗由原来的

67.4%降低到 66%，降低了 1.4个百分点。由于中间消耗的减少，总投入由原来

的 17.48万亿元降低到 17.39万亿元，降低了 0.51%，总成本由原来的 4.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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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到 4.5万亿元，降低了 4.3%。

四、模型反映的经济学现象

如果我们把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中间消费矩阵与 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比，

会发现如下现象：

1、基本情况

（1）经济规模迅速壮大。

（2）产业内部结构继续优化。

（3）省内供求总量出现不平衡，供求内部结构差异明显。

（4）部门间技术经济联系保持稳定，主导产业带动能力明显。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逐渐显现。

（2）最终使用内需出现下降，国内省外市场增长迅速，出口大大增加

（3）产业关联程度基本保持稳定，带动能力比较集中。

（4）虽然成本利润率上升，宏观效益趋好，但中间投入产出率和增加值率

不断下降。

（5）增加最终消费才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终途径。

3、几点建议

（1）开拓国内市场，继续提高内需比重。在出口市场遭遇考验而且国内供

给大于国内需求的状况不断加剧的时候，省外市场就成为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的重要途径。要打破体制障碍和行政主导机制，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壁垒，

积极支持企业在国内市场建立全方位的营销渠道。通过一系列法律、税收、行政

的手段，提高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的能力和积极性。

（2）选准主导产业，加大帮扶支持力度。通信设备、计算机用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产业

关联度强、附加价值高、市场占有份额大，满足“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

升基准”。政府应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对相关的行业增强生产要素投入，利用

税收减免、融资支持、技术援助、行政指导等手段帮扶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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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产业结构层次。

（3）依托自主创新，减少中间投入比例。中间投入产出率不断下降不仅是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重要体现，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全国宏观经济效益的提升。

提高中间投入产出率应从内外两个方向入手，一是内部通过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

平，节能降耗，有效控制成本。二是外部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发展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行业，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转变经济效益增长方式的

根本措施。

（4）提升最终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消费不断发展是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的关键所在。而提高收入是增加消费的前提条件，在初次分配领域，提升

最终消费的着力点就在于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在生产总值的

比重，保证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民众。在再分配领域，要加大社会保险和保障

体制建设，解决当期消费的后顾之忧。完善消费刺激政策，保持消费品市场快速

发展态势。通过消费水平的提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也能促

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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