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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需求角度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法研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系统
的贡献率要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贡献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低，内部结构不合理，传统

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过高，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小；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直接影响了生产

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抑制了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影响到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

业非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又限制了外部系统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有促进

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传统生产性服务的改造和升级，才能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之间持久的

相互促进作用，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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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从２０世纪中期开始，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

崛起并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而在服务业发

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

服务已经成为服务业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

快的组成部分（Ｇｒｕｂｅｌ和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９）。生产性服
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步取代制

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源泉（Ｂａｙｓｏｎ，
１９９７），制造业效率的提高和发展越来越依靠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仅如此，生产性服务业对

就业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ＬｉｎｄａＪｕｌｅｆｆ，１９９３）。
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依旧相对滞

后，弄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并以此寻找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对提高我国制造业

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及

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方

法一般都是首先提出相关的影响因素，然后对其进

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以此来确定其影响因素，

如韩德超（２００８）、庄树坤（２００９）等采用的就是此种
研究方法。韩德超利用此种方法研究了专业化分

工、产权结构、效率、工业结构、工业化进程和制造

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

响；庄树坤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以及政策因素对生

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较强，经济发展水平和分工

水平正向作用较小，城市化进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具有负效应。由此可以看出此种研究方法主要

是分析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外部非产业因素。

本文是从从产业之间的相互需求角度，即各部

门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产出需求角度，分析其增长

的影响因素。具体方法是借助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中
国投入产出表，将投入产出模型和 ＳＤＡ（结构分解
分析方法）相结合，从内外部两个方面研究促进和

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各种需求因素，以此

提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雷小清

（２００７）在研究中国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时采用的就
是投入产出的 ＳＤＡ方法。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传统
生产性服务业、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和第二产业的需

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差异以及彼此间的投入

产出关系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在学术界有着多种

解释。在早期，人们主要是从产品的属性或需求的

角度来揭示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后期，不少学者

从拓展生产性服务概念外延的角度来描述生产性

服务业包含的服务类型。

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Ｍａｃｈｌｕｐ（１９６２）首先比
较准确地探讨了生产性服务的概念，他认为生产性

服务业必须是产出知识的产业。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１９６６）
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企业、非盈利组织和政府主

要向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和劳务的

行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拓展生产性服

务的外延，Ｂｒｏｗｎｉｎｇ和 Ｓｉｎｇｅｌｍａｎ（１９７５）认为，生产
性服务业是指那些知识密集、可以为顾客提供专业

性服务的行业，如金融、保险、法律、商务和经纪等。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８７）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与资源分
配和流通相关的活动（如银行业、金融业、工程、猎

头、培训等）、产品的流程设计和与创新相关的活动

（如研发、设计、工程等）以及与产品推广和配销相

关的活动（如运输、市场营销、广告等）。我国学者

侯学钢（１９９７）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也可称为厂商服
务业，它随着西方“工厂制度”的确立而迅速发展起

来，是为社会物质生产提供各种非实物形态的服务

性产业。钟韵、闫小培（２００５）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
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提供而非直接向消费

的个体使用者提供的服务，它不直接参与生产或者

物质转化，但又是任何工业生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

活动。综上所述，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指那些用于

其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中间投入，而不是用于满

足最终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服务。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同时鉴于中国投入产出表

中的部门划分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生产性服务

业界定为交通运输仓储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

研究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为了研究的需要，在这

里还按照生产性服务业出现时间的先后次序及要

素投入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和

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以资本

作为主要的投入要素，从事一些常规的业务，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业、金融保险业和租赁及商务服务

业；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以知识作为主要投入要

素，大多从事商业活动抽象分析业务，在此将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业以及综合

技术服务业归为新兴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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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产出的ＳＤＡ模型
结构分解分析法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法，它是

将不同时期的经济系统中的某个因变量的变动分

解为与之相关的各个相互独立的变量的变动之和，

以此来测度每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包括直

接影响和间接影响）。ＳＤＡ分析模型已被广泛地应
用于经济增长（Ｃｈｅｎ，２０００）、贸易变动（Ｋａｎｅｍｉｔａｕ
和Ｏｈｎｉｓｈｉ，１９８９）、劳动力需求（Ｈａｎ，１９９５）等多方
面的经济研究分析中。ＳＤＡ在投入产出中的应用，
即以投入产出分析中的一些恒等式为基础，对不同

时期投入产出模型中的关键参数的变动进行多部

门的比较静态分析和经济变动原因的分析。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４１）在编制和研究美国投入产出表
的各种分析时最早提出了此方法，而后许多学者又

不断对此方法及其理论基础进行完善，如 Ｃａｒｔｅ
（１９６０）、Ｃｈｅｎｅｒｙ等（１９６３）对 ＳＤＡ模型进行了修
正；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和Ｌｏｓ（２０００）等完善了ＳＤＡ模型的
理论 基 础。目 前 对 ＳＤＡ 的 研 究 主 要 包 括：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对ＳＤＡ在 Ｈｙｂｒｉｄ模型、局
部闭模型中的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以及 Ｐｏｕｌ（２００８）
对ＳＤＡ与指数理论关系的探讨等。

国内对 ＳＤＡ的研究与应用源于 Ｃｈｅｎ和 Ｇｕｏ
（２０００）的介绍和使用，他们把它最先应用到了 ＧＤＰ
的分解中。此后宋辉和王振民（２００４）在 ＳＤＡ基础
上建立了偏差分析模型；为解决ＳＤＡ模型中的权重
不唯一问题，李景华（２００７）还提出了ＳＤＡ加权平均
分解法。

１．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重在比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中的非生产性服务业、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兴生

产性服务业这四部分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

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增长的影响程度。基于此

研究目的，对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产出的ＳＤＡ模型做
以下假设：

（１）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内部独立系统，其
他部门作为外部系统；

（２）对最终需求做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使用量
的分解；

（３）鉴于总产出计算过程中存在重复计算的现
象，选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衡量其总产出；

（４）采用加权平均法决定基本变量变动对目标
变量的影响权重；

（５）采用ＳＤＡ模型的相对数表达式以避免对投
入产出表中各部门产出的价格调整。

２．模型的建立
投入产出模型为：Ｘ＝ＡＸ＋Ｙ；变形可以得到：

Ｘ＝（Ｉ－Ａ）－１Ｙ＝ＢＹ。其中，Ｘ、Ｙ、Ａ、Ｂ和 Ｉ分别表
示生产性服务部门的总产出、最终需求、生产性服

务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和单位矩

阵。对最终需求做如下分解：Ｙ＝ＵＦ。Ｕ为主对角
矩阵，表示最终需求结构；Ｆ为列向量，表示最终需
求总量。Ｎ＝ＶＸ。Ｎ为列向量，代表各生产性服务
部门增加值；Ｖ为主对角矩阵，代表各生产性服务部
门增加值率。综合起来，可以得表达式：Ｎ＝ＶＢＵＦ。
０和１分别表示基期和计算期，则有：

Ｎ０ ＝Ｖ０Ｘ０，Ｎ１ ＝Ｖ１Ｘ１，ΔＮ＝Ｎ１－Ｎ０ ＝Ｖ１Ｘ１－Ｖ０Ｘ０
　　采用加权平均法决定基本因素变动对目标变
量的影响权重，公式处理变形后如下：

ΔＮ＝１／２ΔＶ（Ｘ０＋Ｘ１）＋１／２ΔＸ（Ｖ０＋Ｖ１）
ΔＸ＝１／２ΔＢ（Ｙ０＋Ｙ１）＋１／２ΔＹ（Ｂ０＋Ｂ１）
ΔＹ＝１／２ΔＵ（Ｆ０＋Ｆ１）＋１／２ΔＦ（Ｕ０＋Ｕ１）

　　综合上式可以得出：
　　ΔＮ＝１／２ΔＶ（Ｂ０Ｕ０Ｆ０＋Ｂ１Ｕ１Ｆ１）＋

１／４（Ｖ０＋Ｖ１）ΔＢ（Ｕ０Ｆ０＋Ｕ１Ｆ１）＋
１／８（Ｖ０＋Ｖ１）（Ｂ０＋Ｂ１）ΔＵ（Ｆ０＋Ｆ１）＋
１／８（Ｖ０＋Ｖ１）（Ｂ０＋Ｂ１）（Ｕ０＋Ｕ１）ΔＦ

　　两端同时乘以 Ｎ－１０ （即基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
值倒数的主对角矩阵），得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因素分析的相对数表达式，也就是各因素对生产性

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

ｎ＝ＥＶ＋ＥＢ＋ＥＵ ＋ＥＦ
　　式中，ｎ、ＥＶ、ＥＢ、ＥＵ、ＥＦ分别表示各生产性服务
部门增加值变化率、增加值贡献率、技术变化贡献

率、最终使用结构变动贡献率和最终使用总量变化

贡献率。这些值为正，表明它们对生产性服务部门

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具有抑制作用；这些值

越大，表明它们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贡献率越大，

该因素与其他因素相比显得更为重要。

四、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
长因素分析

利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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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计算这两个统计年份之
间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变化的因素贡

献率。

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
长因素分析

从表１第２列可以看出，“十五”初期至“十一
五”初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总体上的发展水平：

发展速度缓慢，平均增长率仅为１８．３６％；各生产性

服务部门的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现阶段依旧是

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占主导，新兴生产性服

务部门发展缓慢，并且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交通

运输业发展最为迅速，其增长速度是最慢的新兴生

产性服务业中的科学研究事业的７倍之多。这表明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低，内部结构不合

理，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偏大，新兴生产性服务

业比例偏小。

表１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因素分析／％

生产性服务部门
增加值

增长率 ｎ

增加值

贡献率ＥＶ

技术变化

贡献率ＥＢ

最终使用结构

变化贡献率ＥＵ

最终使用总量

增长贡献率ＥＦ

交通运输与仓储业 ４１．９８ －２．８１ －２．２ １１．２８ ３５．７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 １．８２ －０．９４ ０．４６ －０．１１ ３．３３

金融保险业 ６．８６ ６．９３ －０．２ －８．７３ ８．８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４４ －０．２８ －０．５９ １．３６ ４．７７

科学研究事业 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０．９１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８ ０．１９

加权平均 １８．３６ ０．８１ －０．８９ １．６５ １６．７９

　　注：权数为生产性服务各部门增加值比重的算数平均数，下表同。

　　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
因素贡献率分析

下面将总的需求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从内外部两个方面对我国此阶段生产性服务业

增长因素的贡献率做如下分析：

（１）生产性服务业外部系统增长贡献率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到，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贡献

最大的是最终使用总量的增长（贡献率为１６．７９％），
其中交通运输与仓储业的需求总量的贡献最大（占

３５．７１％）。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见表２），
这部分需求量中超过１／２的需求量是来自第一、二产
业的生产需求贡献（约为２７．７％），其次是第三产业
非生产性服务部门的需求贡献（６．３９％）。

最终使用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位居第二（贡献率

为１．６５％），但是远低于最终使用总量增长的贡献
率（１６．７％）。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结构不合理，金
融保险业部门出现了较大的负值（－８．７３％），难以
满足第三产业非生产性部门和居民消费的需求，严

重制约了第三产业非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和居

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见表３）。
（２）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系统增长贡献率分析
增加值的贡献率除了金融保险业为正数外

（６．９３％），其他部门都是负数，其中交通运输业和
仓储业的负向影响较大（－２．８１％），说明在此期间
服务业增加值率的正向贡献主要是依靠金融保险

业效益的增加实现的。

技术变化的贡献率表现为负向作用（贡献率为

－０．８９％），表明各生产性服务部门之间缺乏紧密
的技术经济联系，并且这已经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

的发展。进一步的观察还发现，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与软件业、科学研究事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

技术变化贡献率为正数，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这

些部门的中间需求在上升，也表明新兴生产性服务

业提供的服务已经逐渐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要

素；而交通运输业与仓储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

融保险业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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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最终使用总量因素分解／％

生产性服务部门
第一、二产业

使用贡献率

第三产业非生产性

服务部门贡献率

居民消费

贡献率

政府消费

贡献率

资本形成

贡献率

进出口

贡献率
其他

交通运输与仓储业 １５３．１３ ３５．６５ ２５．１５ １２．２７ ３．３７ ２５．８８ １．５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 －５４４．８７ ２１３．５０ ３７７．５５ ０ １４２．６６ ６．０９ ２７．９３

金融保险业 １９００．４４ －５５２．２４ －６１１．６９ －２９．５９ ０ ３２．３２ －３６．１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１４．１９ ２１２．０６ ６８．２９ ３３．１６ ０ ５０．１１ ６．７１

科学研究事业 －５２２３．２１ ６４４．２３ ０ ５００５．７７ ４１９．６５－２５２９．５０－３１３．０４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２１０９．２７ －１３５．１９ ０ －８２０．７６－１４１．５１ ０ －２．２１

加权平均 －４３３．８９ －９３．０８ －１０４．１３ ３０．７４ ２２．０４ －１７．８９ －１０．４２

表３　最终使用结构因素分解／％

生产性服务部门
第一、二产业

使用贡献率

第三产业非生产性

服务部门贡献率

居民消费

贡献率

政府消费

贡献率

资本形成

贡献率

进出口

贡献率
其他

交通运输与仓储业 ２７．７ ６．３６ ４．８８ －２．０３ ０．６７ ４．６４ ０．３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 １０９ ４２．９ ６６．１ ０ ２３．８ １．０７ ４．５３

金融保险业 ４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４．３ ０ ７．９８ －２．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９．１ －３７．５ １０．９ －５．４５ ０ ８．５９ １．６６

科学研究事业 ８０７ １１３ ０ ９８０ １１１ －３７０ －５７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４３０ －２４ ０ －１０８ －２２ ０ ２．２３

加权平均 －９７．９９ －１８．７４ －１８．５６ ５．０２ ４．５０ －１．２０ －０．５３

　注：本表的数据全部乘了１０１０，不影响数据的比较。

　　３．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因素贡献率现
状原因分析

上述情形出现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目前我国体制、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

影响。体制、政策等原因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市

场化程度低，弱化了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作用，使其竞争力不足，结果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部

门经营效率低下，供给能力不足；较低的市场化程

度还导致了无序的市场竞争，提高了市场交易成

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政策法规的缺位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

制约了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由于新兴生产

性服务业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相关的规定，加上相关

政策法规不健全，行业管理不规范等，这些都抑制

了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

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受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较

大。技术创新是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

动力，由于对高新技术的资金和人才投入严重不

足，技术创新难以顺利进行，制约了新兴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并使得企业只能在低端服务上进行重

复投资和恶性竞争。

第三，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时期，工业

是最大的经济部门，也是生产性服务业最大的需求

对象，所以第一、二产业的最终需求总量的贡献率

是最高的。

第四，只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变化贡献

率为正值，是因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开始重视信息

化建设，对软件、计算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

的需求在增加，新兴生产性服务已经开始成为传统

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要

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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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系统的贡献率要

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贡献率，这说明了两个

问题：其一，目前外部系统，特别是第一、二产业的

最终需求量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

的贡献，同时也说明了它们对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

发展的贡献空间不是很大；其二，生产性服务业自

身内部之间的需求才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的关键。通过分析还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内部

之间以及与外部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生产性服

务业增长的影响：首先，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

后不仅直接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的提

高，而且还通过抑制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间接

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程；其次，新兴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进程影响到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

产业的非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而又

限制了第一、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看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的关键是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此提

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制度改革，放宽

行政管制，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

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自身

的发展。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准入门槛，鼓励各种

所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加大垄断性生产性服务

业的改革力度，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加强与跨国

公司合作，保证足够的资源流入生产性服务部门，

发挥市场竞争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完善相

应的法律法规，在现实中，各种与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相关的法律都应该相互配套，共同规范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首先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要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其次要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加强对个人

和企业信用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从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特点以及产业

互动发展来看，推动其发展的关键是促进其技术创

新。一方面要健全技术创新机制，鼓励各生产性服

务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创新源头建设，使企业成为

科技创新的主体，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另

一方面科技创新离不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因此一

定要实施人才战略，加快培养专业性、复合性的生

产性服务业技术人才；同时也要完善人才引进和开

发利用机制，外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我国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中来。

第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重点行业实施税

收优惠。对那些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的行业实施贴

息或补助，重点扶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和科学研究业以及综合技术服务业中的重点项

目建设，促进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更快发展。

第四，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承接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离岸外包业务，

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本，提高生产服务质量，

进而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同时，也要

防御离岸外包带来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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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没有要求必须通过地票交易获得，因此建设用地

指标的双轨制及由此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仍然会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值得警惕（魏峰 等，２０１０）。对此，笔
者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制定地

方性法规，规定对城市经营性用地不再下达国家计

划指标，只能使用地票；国家下达指标只用于工业、

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性用地及扩大内需项目；并扩大

地票交易总量和适用范围，由主城区扩大到重庆市

六大区域性中心城市。

５．完善地票价款收益分配，切实保障“三
农”利益

为了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益得到保

障，在地票价款的分配上，对复垦项目工程成本、房

屋和地上构（附）着物补偿费、土地使用权补偿费、

用途转化补偿费、农户购房补助等，应分别设置明确

的标准和规定。即便是对于其中有一些还没有价格

评估体系的项目，都应说明参照和执行标准，给予补

偿。在地票溢价产生的增值收益分配上，复垦宅基

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而形成的地票增值收益，应全

部返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对农户和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收益分配比例进行明确的规

定；复垦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乡镇企业用地而

形成的地票增值收益，则应用于复垦地所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耕地保护。同时，地票产生的用地指

标应优先为农村留足发展用地空间，节余指标才能

在交易所交易。在保护农民原有生活方式方面，宅

基地复垦后，农村居民可获取相应补偿，复垦后的耕

地由农民耕种。对于转户农民，重庆市户改设置了

“３年过渡期”，允许转户居民最长在３年内继续保
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避免把转户

农民推向无地、无房、无业的“三无”行列。笔者认

为这一制度保障了农民城乡居民身份的平稳过渡，

但是容易造成农村宅基地及承包地的闲置，因此需

要在宅基地和承包地的管理和利用方面进一步地完

善，使农村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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