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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确定 了t／o中直耗系数变动对“全局”的影响程度因子，并把设 因子作为直耗 

系数的权重，对RAS法进行修正推广 提 出了RTAI~方法及其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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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degree factors that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influenced 

when direct consumption coefficients vary，on 1to，and the degree factors are weighted on the direct 

o
+onsllmption coefficients eorrespondin gly gO that RAS method is modified and generaUzed ，and 

RTALS method and its mathematical model arc proposed． 

KEYW ORI~ input-ouput model；RAS method ；weighted；complete demand coefficient ma 

trix／RTALS mathematical m0de1 

0 引 言 

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进行修订，无论是对经济分析还是对经济预测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投入产出建模的必不可分的重要环节，是投入产出分析的重大方法论 

问题。 

目前虽然已经提出了不少修订方法 ] 如专家评估法、层次分析法、时间序列法、多 目 

标决策方法、马尔可夫方法等，但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和接受的修订方法仍是由1976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 Richard Stone等于 6O年代 

初提出的RAS修订法。 

但是 RAS法存在着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 只考虑替代和制造影响的权重，而不考虑各 

基期直接消耗系数的变动对“全局”的影响程度的权重，不考虑完全需求系数矩阵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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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信息。 

为克服这一缺陷，笔者提出一种对 RAS法加权修正的 RTALS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 

确定每一个基期直接消耗系数的变动对完全需求系数矩阵的总体影响程度因子，然后用该 

因子对各基期直耗系数对应加权，最后对加权后的基期直耗系数矩阵使用 RAS”法。从而建 

立相应的 RTALS方法及其数学模型。 

这里要指出，基期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只是加权之后的特例 故本文的 RTALS方法是对 

RAS法 的推 广和完善 。 

1 影响因子及加权定理 

设基期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A =( ． )⋯ ，则完全需求系数矩阵为(I A) ．并设(I 

A) = ( ，)⋯ ． 

引理 设 ^的元素只有 ％变动，其余不变。则 

a 篓⋯ L 
。 。 ⋯  

证 明见文献 Llj． 

定理(影响因子及加权定理) (i)基期直接消耗系数 ． 的变动对完全需求系数矩阵(I 

— A)一-的总体影响因子是推动系数 和带动系数 的几何平均值的 ／(1一口)(1一口)倍。 

其中。一 翟{o ，Q一 {Q }，其中o，一E ， 一苫 分别为A的行和与列和。记w 
一 v， _二 Tr ／ ，J—l，⋯，n，式中z．一∑ ， 一E (ii)若对 ． ；，J一1’⋯一 

的对应加权为H ％= ／ = = 瓜  t，j—l，⋯，n，则有／ = 丁二 ．， 

< v厂 l= 二 ．，≤ ，即／(1二_‘1)lF  ． <矸 ≤ ． ，』= l，⋯．m 

证明 由引理知 的增量引起(I—A) 的增量的线性主部为 

d(J— A)一 ；△ 型 一 (△ 。
． )⋯ ： (△ ) 

1． 

我们知道，(I—A)一 一J+A+A 一 ⋯ + A + ⋯．由于A非负，所以(I—A) 也 

非负 ，即 ． ≥ 0， ，』一 1．．_·m 所以所有的 △“同号。这时，我们用 、，来表示所有 △ ， — 

l’．．．， 的和，则 反映了 △ 对完全需求系数矩阵的总体影响程度。 

这时，有 ． 

W 一E∑△ 一∑∑△ =△ E( ·∑ )一A (∑ )(∑ ) 
●一 l — l ‘一 l r— l |； I ⋯  ⋯  ⋯  

我们记z．=E ， ；∑ ，则有砒 =△ ， ，其中，tj,‘分别是投入产出分析中的带动系 
t— l f— I 

数和推动系数。 

现进一步确定影响因子。 

先记 = (△ ．， ) 鸲 =k 鸲．当％ ，』一 1．⋯，n都相对均衡变动时来比较 A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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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全需求系数矩阵的总体影响程度才是合理的．才符合经济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设 一 

△n ／ao— (常数)不会影响 W， 之间的比较结果 于是有 一 ka，， ，fj． ‘ 

又由于 是所有W． 的公因子，故所有 除以k也不会影响比较结果。于是我们记 ： 一 

aot 由文献[1]的定理 3知 

．，< W：j≤ d“／(1— 0)(1— 0) (1) 

我们用 IJ对 n．．加权 ，得 w；sa，，一％ ．由(1)知 a．，的取值范围是 

d5< ． ，n0≤ n￡／(1— 0)(1— ) (2) 

显然， a． 一 ． nS可能大到失去投入产出的经济意义的程度。于是，我们将每一个 乘 

以同一个缩小因子(1— 0)(1一 )得 

(1— 0)(1一 )‘ (3) 

由于每个 是乘以同一个因子 ，所以不会影响比较结果。由(2)知 

(1一 ‘})(1一 ‘})d0< (1— 0)(1一 ‘})自 d ≤ d0 (4) 

从而使得加权以后的系数不会失去投入产出经济意义 

为消除(3)中的平方因子，我们对每一个(1— 0)(1一 )％a 取算术平方根 ．得 

==。 = 瓜  (5) 

由于对每一个系数都施行了同样的运算，所以不会影响系数间的比较结果。 

(5)式即是考虑到 △ ，，对(f— A)‘的总体影响程度时直接消耗系数n 的对应加权的 

合理结 果。不难看 出，影 响因子 应 为 v， = 丁 ／ ，j— l，⋯ 记 H 一 

(1一 ‘})(1一‘}) ，l，．由(4)式可知，加权后的系数取值范围是 

丁二 可= n < d．，≤ d (6) 

于是整个定理得证。 

2 RTALS方法及其数学模型 

记 

v厂 

L 一 

已知基期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 A，于是应用影响因子及加权定理对 A加权后为 

一 ／ 工_二 Tr rf·AtL 

对 用“RAS”方法，得到 RTALS方法及其数学模型如下 

A 一R · · — v， = r二_ R· ·A．L t 

或 n，：一 丁= 可—二二一 ％ ． 

“ 一 1．⋯ ， 

如果是已知现期综合数据 

X 一 (z ，z ．⋯，z ) ：现期总产出向量 

Y 一 ( ， ，⋯， ) 现期最终产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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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一 ( ， ，⋯， ) ：国民生产总值向量 

在投入产出数量平衡关系 
’ 

1∑a z -- 一z． 一 l一·， 
J 一 

1∑a z + = l一·， 

(9) 

(1 0) 

的约束下，将(8)式代入(9)式和(10)式 ．整理后即可得到已知现期综合数据的RTALS方法 

的解 

其中 l r1一—————— 二 —_——一  
l ／T『= 广=二 ／ ∑ ／fj 

一  

1 一————— _= —__一  
【 z ／ ∑ ．／lL 

i= l，⋯ ． (11) 

通过有关计算，将解 rlI i，J=l，．．·． 代入(8)式即可得到现期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A 

3 结 语 

从 RTALS方法的数学模型(7)或(8)式可以看 出RTALS方法不仅包含了RAS方法所包 

含的替代、制造影响信息，而且还包含了完全需求系数矩阵所提供的推动、带动影响信息。从 

已知现期综合数据的 RTALS方法的解(11)和(12)即可看到 ，RTALS方法的解是既包含了 

替代、制造影响信息．又包含了推动、带动影响信息的广义解。这里的解R、 已不是原 RAS方 

法的解的意义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事实上 ，从影响因子及加权定理之(ii)可知．原直接消耗 系数是加权后的系数的特例。 

因此 ．RAS方法是 RTALS方法的特倒，RTALS方法是 RAS方法的推广和完善。 

另 外 ，还要强调，RTALS方法在求解上是容易的。我们是对已经应用过的基期直接消耗 

系数矩阵^进行修订，故完全需求系数矩阵(J—A) 是已知的。而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时，必 

须涉及(I一^) 的计算，所以推动系数￡ 和带动系数 ，不难求得。Q和 0可由^直接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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