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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演化研究


———基于剔除进口影响后的投入产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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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我国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表，选取动态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和１３个
固定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并剔除进口因素的影响，分别计算各年度制造业使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

数和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结果表明，近十年来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完全消耗系数大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二者之间技术联系不断加强，已经进入了高度互动关联的阶段。应通

过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在加快各自产业升级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

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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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最早于１９７５年

提出的生产性服务业概念，是指为保持社会生产过

程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

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业。国内外学者对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研究也较多。比如，

Ｓｈｕｇａｎ（１９９４）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存
在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互补性关系。

而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等（２００３）选取丹麦、法国、德国、英国、
日本和美国的统计数据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各部门是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程度和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也

是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产出的主要需求部门。近

些年，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例

如，陈宪等（２００４）从分工的角度，分析并验证了服
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

关系的动态演进。而郑吉昌等（２００５）认为伴随制
造业结构形式变革，制造业中企业服务的外化以及

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不断进入制造业，两者进入了

高度相关、双向互动的阶段。顾乃华等（２００５）认为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目前存在四种

观点：一是供给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制

造业发展是后者生产效率提高的前提和基础；二是

需求论，认为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生产者服务业的

发展，是后者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三是互动论，认为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

共同发展的互补性关系；四是融合论，认为二者之

间边界越来越模糊，出现融合趋势。另外，原毅军

等（２００７）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技
术关联，并实证研究了两者在不同技术关联条件下

的研发博弈。唐强荣等（２００７）分析了生产性服务
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反馈机制，并构建两者之间

互动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一直是个难点，高

传胜等（２００７）使用“中间使用率”和“非居民最终消
费比率”平均值为标准，得出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有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和

仓储业、信息传输、批发零售贸易业、租赁与商务服

务业、技术服务与地质勘察业、科学研究、公共管理

与社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由于有

些部门既是生产性服务部门又是消费者服务部门，

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界定难点。目前部分学者开

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

的关系，但是研究分析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深入

到细分行业的较少。本文则试图从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细分行业层面来研究其互动演化发展

的规律。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投入产出法由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

夫（Ｗ·Ｌｅｏｎｔｉｅｆ）创立。投入产出法提供微观层面
的产业间交易信息和最终需求输送情况，有助于说

明某一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该方法是研究

国民经济产业关联的重要方法。

（１）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
在投入产出表中，每个部门所对应的行表示

“产出”，如ｘｉｊ，ｉ∈（１……ｎ）表示 ｉ部门用于 ｊ部门
的产出；而每个部门对应的列表示“投入”，如 ｘｉｊ，ｉ
∈（１……ｎ）表示ｊ部门消耗了 ｉ部门的投入。直接
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ｂｉｊ＝ｘｉｊ／Ｘｊ（ｉ，ｊ＝１，２，…，ｎ）
　　其中，ｘｉｊ是ｊ部门生产中消耗的第ｉ部门产品的
数量，Ｘｊ是ｊ部门的总产出。

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为：

Ｇ＝（Ｉ－Ａ）－１－Ｉ
　　其中，（Ｉ－Ａ）－１为里昂惕夫逆矩阵，Ｉ为单位

阵，Ａ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Ａｉｊ＝ｂｉｊ／
ｎ

ｊ＝１
ｂｉｊ。

（２）剔除进口影响后的完全消耗系数
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各部门进口产品不论用于

中间使用还是用于最终使用，都不会对本国经济起

到拉动作用，所以在考虑部门之间技术关联的时

候，进口部分的影响应该消除。本文采用田敏等

（２００９）处理完全消耗系数时剔除进口影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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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进口影响后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为：

Ｇ＝（Ｉ－ａ
∧
Ａ）－１－Ｉ

　　其中ａ
∧
为对角矩阵，元素ａｉ＝（Ｘｉ－ＩＭｉ）／Ｘｉ，Ｘｉ

第ｉ个部门的总产品，ＩＭｉ为第ｉ个部门的进口量，Ｘｉ
为该部门总产品，ａｉ表示第 ｉ部门国内生产的产品
在该部门总产出中所占比例。

２．数据说明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投入

产出表。国家每五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本文

选取其中的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７年三张投入
产出表。根据投入产出表部门种类，我国生产性

服务业主要包括邮电业、信息服务和软件业、交通

运输仓储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由于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行业部门处于不断增加

的状态，故此对这些行业采用了动态分析研究方

法。由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相对固定，选定 １３
个细分行业，陈伟达等（２０１０）也采用了类似的分

类方法。这些细分行业分别是：Ｍ１食品制造业、
Ｍ２纺织业、Ｍ３缝纫及皮革制品业、Ｍ４木材加工
及家具制造业、Ｍ５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Ｍ６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Ｍ７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Ｍ８
金属制品业、Ｍ９机械工业、Ｍ１０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Ｍ１１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Ｍ１２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Ｍ１３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
造业１３个行业。

本文使用软件ＭＡＴＬＡＢ５．３投入产出表的数据
进行分析。

三、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完全消

耗系数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５．３对中国统计年鉴投入产出
表数据进行分析，得到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的剔除进口
影响后的完全消耗系数表，包括剔除进口影响后

制造业使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以及生

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见表１、
表２）。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制造业使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Ｍ１３

１９９７

货运及仓储业 ０．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１３０．０２６０．０２２０．０４８０．０４２０．０４１０．０２９０．０２７０．０２８０．０１９０．０２２
金融保险业 ０．００８０．０１４０．０１１０．０１８０．０１７０．０２２０．０２５０．０５６０．０２８０．０２４０．０２４０．０１６０．０２６
邮电业 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７０．０１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７０．０１３０．０２６０．０１６０．０１６０．０１２０．００７０．０１７
科学研究事业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２００２

货运及仓储业 ０．０３８０．０３３０．０４３０．０７４０．０５６０．０８００．０７１０．０７３０．０６２０．０５４０．０５９０．０４００．０４９
金融保险业 ０．０１３０．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３０．０４２０．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５０．０１５
邮电业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科学研究事业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信息服务和软件业 ０．００７０．０１００．０１９０．０１６０．００９０．０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３１０．０２１０．０２１０．０２４０．０１４０．０１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０１９０．００９０．０３１０．０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０６０．０１３０．０１６０．０２１０．０２００．０２３０．０１４

２００７

货运及仓储业 ０．０４００．０３５０．０４５０．０５６０．０４２０．０５９０．０４００．０４８０．０５１０．０４８０．０４８０．０３５０．０３８
金融保险业 ０．０１９０．０２９０．０２９０．０２９０．０２６０．０３８０．０２６０．０２５０．０２７０．０２６０．０２９０．０４３０．０２４
邮电业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９０．００７
科学研究事业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９０．００７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４０．００４０．００７０．００８０．００９０．００７０．００６０．００７
信息服务和软件业 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６０．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０１７０．００９０．０２３０．０１４０．０１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９０．０１４０．０１９０．０２２０．０１７０．０１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０．０３３０．０２８０．０３３０．０３６０．０３６０．０３２０．０２８０．０３９０．０４４０．０５７０．０４４０．０５００．０４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１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０９０．０１８０．０１５０．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１４
房地产 ０．００４０．００７０．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３０．００８０．００７０．００６０．００７０．００７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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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９７年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完
全消耗系数分析

由表１中１９９７年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可知，制造业各行业对货运及仓储业

的完全消耗系数平均达０．０２７，其中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三者较

高。制造业各行业使用金融保险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平均达到０．０２２，其中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和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各制

造细分行业对于邮政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处于中等水

平，约为０．０１，其中金属制品业有着较高的完全消
耗系数。另外，科学研究事业及综合技术事业用于

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都比较低。

２．２００２年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完
全消耗系数分析

由表１中２００２年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可知，相对于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制造业
使用货运及仓储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有着较大的提

高，平均达到了０．０５６，居于各生产性服务业首位，
增幅较大，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使用货

运及仓储业有着较高完全消耗系数，明显高于其他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细分行业使用金融保险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居于第二位，但比１９９７年有着小幅的
下降，其中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使用金融保险业有着

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同时，制造业使用新增加的

信息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都有平均

０．０１７的完全消耗系数；而使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
的邮电业则大幅下滑到０．００１，这可能是由于新增
加的信息服务和软件业中包含了大部分传统邮电

业，制造业细分行业使用了信息服务和软件业所造

成的。科学研究事业及综合技术事业用于制造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仍然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这也说明

了我国基础科研方面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不

足。此外，重工业使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明显高

于轻工业。

３．２００７年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完
全消耗系数分析

由表１中２００７年生产性服务业用于制造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可知，２００７年制造业使用货运及仓
储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平均水平仍然保持在０．０４５的
高位，而且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对货运及仓

储业都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而新增的批发

零售业对于各制造业细分行业也有着平均 ０．０３９
的完全消耗系数，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电

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于批发零售业有着较高的完

全消耗系数。各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于金融业的使

用与往年相比仍然保持着较稳定的完全消耗系数。

由于房地产业在我国仍然是以居住为主，作为投资

的较少，所以各制造业细分行业对其使用的完全消

耗系数也不高。科学研究事业及综合技术事业用

于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仍然保持在比较低的

水平。

四、制造业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

耗系数分析

１．１９９７年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
全消耗系数分析

１９９７年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全消
耗系数中，生产性服务业使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

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完全消

耗系数较高。金融保险业使用电子及通讯设备

制造业有着很高的完全消耗系数（０．１５），使用造
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也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

数（０．０３）。货运及仓储业使用交通设备制造业
及机械工业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０．０７）和
（０．０４），说明货运及仓储业依赖于交通设备制造
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而对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

的完全消耗系数不高，只有０．００７，可见货运及仓
储业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科学研究事业使用传统

的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金属冶炼及压

延工业有着较高的消耗系数，说明现阶段这些重工

业行业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综

合技术服务业也类似。而邮电业使用电器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０．１０），而使用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只有０．０３，
低于某些传统重工业行业，说明邮电业的信息化程

度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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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货运及

仓储业
邮电业

科学研

究事业

金融

保险业

综合技术

服务业

信息服务

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房地产业

１９９７

Ｍ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 — — — —

Ｍ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 — — — —

Ｍ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 — — — —

Ｍ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 — — — —

Ｍ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 — — — —

Ｍ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 — — — —

Ｍ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 — — — —

Ｍ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 — — — —

Ｍ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 — — — —

Ｍ１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 — — — —

Ｍ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 — — — —

Ｍ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２ — — — — —

Ｍ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 — — — —

２００２

Ｍ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 — —

Ｍ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 — —

Ｍ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 — —

Ｍ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 — —

Ｍ５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７ — — —

Ｍ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 — —

Ｍ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２ — — —

Ｍ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 — —

Ｍ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２ — — —

Ｍ１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６ — — —

Ｍ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６ — — —

Ｍ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８ — — —

Ｍ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 — —

２００７

Ｍ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３５６ ０．００８

Ｍ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Ｍ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Ｍ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Ｍ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Ｍ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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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０２年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
全消耗系数分析

２００２年生产性服务行业新增加了信息服务业
和软件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整体来讲，生

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略微有所

降低，这可能是受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

是，相对于 １９９７年，生产性服务业使用电子通信
设备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有大幅度的上涨，平

均达到０．０５６，其中，科学研究事业使用电子通信
设备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增长幅度最大，由原

来的０．０２增加到０．１。国家在此期间大规模加大
了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这也说明了信息化加速了

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且综合技术服务业也有类

似的状况，使用的完全消耗系数增加了一倍。新增

加的信息服务业和软件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使用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也分别

为０．０９和０．１４，说明这些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对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有着较高的需求。邮电业使

用造纸及文教用品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由原来的０．
０４增加到０．１４，可能是由于在此期间邮电业改制的
原因。此外，新增加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对造纸

及文教用品业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达到了

０．１１。
３．２００７年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制造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分析

较之２００２年，整体上看２００７年生产性服务业
使用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有小幅度的上升，各个

细分行业变化差别较大。新增了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货运及仓储业使用的

大部分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比２００２
年有所提高，尤其是使用食品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

数达到０．０１８，而２００２年只有０．００３；而对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以及机械工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达到

０．０３９和０．０３４，比往年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各制造
业细分行业中，邮电业使用交通运输设备业的完全

消耗系数最高，而使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完

全消耗系数只有０．０１５，这说明邮电业的信息化仍
然处于低水平。科学研究事业以及综合技术服务

业对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比

２００２年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是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说明信息化仍然非常有助于科学研究事业和综合

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住宿及餐饮业对于食品制造

及烟草加工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极高，达到０．３６，说
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发展能较大地促进住

宿及餐饮业的发展。

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演化趋势

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近十年来我国的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完全消耗系数大体上呈现

上升趋势，二者之间技术联系不断加强，其互动演

化已经进入了高度互动关联的阶段。制造业对于

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金融保险业

的使用水平在经历了一个较大提高的过程后已相

对稳定，对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使用仍呈上升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对造纸及文

教用品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机械工业和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已相对稳定，而对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使用呈明显

的上升趋势，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制造业中

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使用较多，而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造纸及文教

用品制造业、纺织业则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较

多；生产性服务业中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金融服务

业对制造业的投入较多。总的来说，交通运输及仓

储业、金融保险业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互动

演化中发展迅速，对未来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具

有较大的影响。以上分析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

造业之间的互动演化已经进入了高度关联的阶段，

并且有明显继续加强的趋势。综上所述，本文得出

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如图

１所示。
１．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初期互动关系
图１上半部分显示两者演化初期情形：制造业

中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外部化形成了生产性服

务业，加入诸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等

要素后对制造业起较大推动作用。１９９７年制造业
各行业对最高的货运及仓储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平

均为０．０２７，使用金融保险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平均
达为０．０２２；科学研究事业及综合技术事业用于制
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都比较低，货运及仓储业使

用交通设备制造业及机械工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０．０７和０．０４。这都说明这段时间两者之间的互动
关联的水平较低，处于互动演化过程中比较初级

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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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随经济发展中
的互动演化过程

图１下半部分表明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
长，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在快速发展，他们之

间的技术关联在不断地增强，整体上的完全消耗系

数也在加大。２００７年，制造业使用货运及仓储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平均水平仍然保持在０．０４５的高位，
而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对货运及仓储业都

有着较高的完全消耗系数；而新增的批发零售业对

于各制造业细分行业也有着平均０．０３９的完全消耗

系数。货运及仓储业使用食品制造和烟草加工业

的完全消耗系数达到０．０１７，对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以及机械工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达到 ０．０３９和
０．０３４，比往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住宿及餐饮业对于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达到０．３６，
比往年的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

及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演化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程度，

已进入了双向互动、高度关联阶段。未来时期两者

互动趋势仍将加强，向着工业化的下一阶段———信

息化阶段发展。

图１　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演化机制图

　　３．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互动演化的正
反馈机制

图１下半部分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
动演化是一个双向正反馈的过程。由于我国的制

造业原来的总体水平比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通

过政策上的引导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中的

某些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比如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正从

整体行业水平较低的阶段升级到整体结构比较合

理、个别行业竞争力较强的现代制造业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中企业服

务部门的高度外部化以及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完善

的基础设施，直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为适应这些现代制造业行业对与外包服务质

量的要求的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了新行

业，比如，信息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等；原有的货运及仓储业、金融保险业等也都通过

规模化、专业化改进，演化为了较高水平的新型生

产性服务业。这样，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逐渐发

展成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两者间的互

动演化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新型生产性服务

业规模化、专业化，为制造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降

低了制造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制造业

行业的竞争力提高，产业升级加速，反过来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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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提供的外包服务质量提出新的要求，并在

基础设施方面等提供高质量的支持。因此，生产性

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演化是一个双向互动、高度

关联、正反馈的过程。

六、政策与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出双向互动、

高度关联、正反馈的内在演化机制。一方面，生产

性服务业在制造业结构升级并转变成现代制造业

的过程中作用较大，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制造业

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又

为生产性服务业升级为新型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动

力和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支持，且自身对于外包服务产品质

量要求的提高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升级）。

从两者互动发展的角度，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１．制造业立足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升
级，积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

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应充分发挥比较

优势，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升级。在

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后，制造业企业应该转变经营

理念，“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理念已不适应现代

企业发展。制造业企业应该更加专注于自身的优

势环节和核心竞争力，通过服务外包整合外部优

势，保持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不

断提升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加快产业升级过程，促

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

２．加快发展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利
用其互动关系提升产业结构，并促进制造业

技术水平的提高

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形态分为企业中没有外化

形成独立产业的形态和已经外化、市场化而形成独

立产业的形态，后者具有规模化、专业化的特点。

应该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母体产业分离，充分

利用其互动关系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

的效率，为制造业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

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科技、高投入、高回报、无

污染的特点，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制造业

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制造业在全球更具竞争力。尤

其是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

高端的新型服务业发展，对于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区的建设和现代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政府要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政府应该大力扶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放宽

市场准入条件，构建有利于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

政策上予以倾斜。由于新型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

密集型和技术密集性的产业，人才是最关键的因

素。所以政府要有前瞻性地做好人才的培养和储

备工作，要加大产学研结合力度，培养生产性服务

业所需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的效率、质量以及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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