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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促进服务业增长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根据

0FM/!%&#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并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

和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消

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而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处于较低的水平!制造业中间

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较低$中国国民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投入率明显偏高!而服务业投入

率明显偏低" 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水平较低!不仅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而且缘于要素供给不足

和制度性约束$应放松服务市场管制!降低服务业进入壁垒!并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以实现在新常态下产业

结构的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制造业$产业互动$产业关联$中间投入$中间需求$消费性服务业$投入产

出分析

中图分类号"=!4%#=%4#+!$$$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4'#:;&2&$!%&"%%#:%%32:%3

一&引言

经济服务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取得了较大进

步!其增加值占 @/A的比重由 &3'; 年的 !2+3<升

至 !%&%年的 #2+&<$ 然而服务业并没有成为我国

的主导产业!我国服务业比重不仅低于中等收入经

济体 ""<的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经济体的

"&<平均水平)李善同 等!!%&&*$ 事实上!我国经

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推动!根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中国制造业的增加

值在全球占比由 &3;% 年的 &+"<增至 !%%3 年的

&"+4<!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 但我国制造业大

而不强!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制造

业产品主要以低端为主!附加值不高)张少军 等!

!%%3*$ 因此!我国经济发展亟待实现产业的转型

升级!以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一

方面!随着服务业知识和技术的密集化!其发展对

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

制造业也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加快服务

业发展的同时!也应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

力$ 在此背景下!有效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互动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本文基于投入产

出表研究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并进行

国际比较!以期为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常态下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

者关注的焦点$ 从国外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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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相辅相成!这种关系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制

造业$ @)V)&33%*指出!由于制造业为生产性服务

业创造了其赖以生存的市场前提!因此服务业厂商

能够依托其"邻近#制造业厂商的行为而获得大量

利益'j)ZQW)R9 和 jTYT8ZTYS)&333*&@.VRR7VR7和

LV*7U7T97)!%%2*等也指出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

赖于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部

门!缺少了制造业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就会大大降

低$ 二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提升具

有重要作用$ L.`V8W 和 >8W)̀)!%%!*指出!服务业

的发展能够降低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成本!促进制造

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正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力' AT\\T8和

IWVVWT9)&33;*&lTRT)YVR*7)O*. 和 MTR*88)9)&333*等

也指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

率提高的源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降低制造

业的成本&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从而形成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

可以延长产品生产链&提高社会分工程度!有助于

经济的持续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国内学者对服

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广

泛的探讨$ 陈宪和黄建锋)!%%'*从分工的角度对

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进做了深入考察!研

究发现制造业仍是我国现阶段服务业产出的主要

消费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性较强'江静等

)!%%'*运用行业分类和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

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关系!指出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

高'程大中)!%%;*基于截面数据并采用投入产出

法!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部门结构进

行了国际比较'刘书瀚等)!%&%*研究了我国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关系!发现两者具有显

著的互动关系!但关联效应仍处于较低水平$ 目

前!关于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与其他国家

的比较研究还十分欠缺!一些零星的研究也缺乏系

统性$ 有鉴于此!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基于产

业结构演进分析我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基本

情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互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并比较两者中间需求和投

入与其他国家间的差异!以期丰富和拓展有关研

究!并对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有

益的参考和建议$

$$二&分析方法与样本选择

&+投入产出分析指标

$$投入产出分析法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

夫提出!是一种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门投入产出关

系的数量分析方法$ 完整的投入产出表由中间使

用&最终使用&收入再分配和附加值四个部门组成!

其平衡关系为%总价值J生产资料转移价值n新创造

价值!总产品J中间产品n最终产品$ 根据投入产出

表!某部门使用来自各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

)总产出*的比例为投入系数)又称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则反映在生产循环中所形成的各部

门间的依赖和消耗状况$ 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单

个部门来说!直接消耗系数表)8*&里昂惕夫矩阵

)N*&完全消耗系数表)%*和中间使用表)K*间的关

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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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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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直接消耗系数&里昂惕夫

逆矩阵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K

M

是M产业的总产出!

K

DM

是M产业产出所使用的 D产业的中间投入$ 为了

全面分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本文还使用

了如下指标%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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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为第三产业中第 D个产业的增加值'P

D

为国民经济中各产业对第三产业中第D产业的中间

需求率$

)!*中间需求率!指国民经济各产业对第D产业

产品的中间需求)中间使用*与第D产业产品的总需

求量)中间需求量n最终需求量*的比值!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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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中间投入率!指产业 M中间投入中 D产

业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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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影响力系数!产业影响力是指产业最

终产品的变动对整个国民经济产出变动的影响能

力!其影响力的相对大小可以用产业影响力系数来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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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代表产业数目!"

M

代表第 M产业的影响

力系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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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里昂惕夫逆矩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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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M产业的影响力$ 产业M的影响力还可以进

一步分解!其中对产业 D的影响力占对国民经济的

影响力的比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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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感应度和感应度系数$ 产业感应度反

映了某一产业受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其相对大小

可以用感应度系数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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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表示产业数目!#

D

表示第 D产业的感应

度系数!1

DM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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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D产业的感应度$ 产业D的感应度还可以

进一步分解!其中受产业 M的感应影响占受国民经

济各产业的感应影响的比重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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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样本国家选择

本文使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0FM/!%&#年版的

投入产出数据库!该数据提供了 #' 个经济体 !%%%

年&!%%"年和 !%&% 年的投入产出表$ 我们选择中

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进

行比较研究$ 其中印度&俄罗斯&巴西为金砖国家!

经济发展阶段与我国类似!且印&俄&日还具有地缘

因素!可以作为对比'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作为欧

美成熟市场的代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差异!以便

更好地借鉴其发展经验!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三&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基本态势

及国际比较

&7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服务业发展

仍相对滞后!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

滞后

$$表 &反映了 !%%%-!%&% 年样本国家产业结构

演变情况$ 各国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服务业增加

值占各国@/A的比重均显著提高$ 在经济服务化

的大背景下!中国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也明显提高!

由 !%%%年的 !3<上升至 !%&%年的 23<!上升了 &%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

)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电&煤气及水供应业*的

比重均有所下降$ 尽管服务业所占比重明显提高!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仍明显偏

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如 !%&%年美国&日本&英

国和德国服务业增加值占@/A的比重均超过 '%<!

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绝对主导产业!即使是"金砖

四国#中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服务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也均超过了 "%<!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

重要主导产业$ 而中国 !%&%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仅为 23<!同美&日&英&德相比低了 #%

个百分点以上!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相比也低了

!%个百分点$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生产性

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均滞后其他样本国家!

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更为突出$ !%&%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 @/A的比重为 &3+"<!而

美&英&德达到了 2%<'!%&% 年我国消费性服务业占

@/A的比重仅为 &3+"<!而美&日&英&德均超过了

#%<!印度&俄罗斯 ) !%%" 年* 和巴西也均超过

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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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农业 采掘业 制造业 建筑业
电&煤气

及水业
服务业

生产性

服务业

消费性

服务业

中国

!%%% %+!%; %+%## %+243 %+%!! %+%4' %+!3% %+&"4 %+&2#

!%%" %+&4! %+%"% %+2'! %+%#! %+%4# %+2&% %+&42 %+&#'

!%&% %+&!# %+%#3 %+2#! %+%24 %+%"; %+23% %+&3" %+&3"

美国

!%%% %+%&" %+%&& %+&;3 %+%!" %+%"; %+'%2 %+!#2 %+#4%

!%%" %+%&% %+%&! %+&"' %+%&3 %+%## %+'"' %+!34 %+#4&

!%&% %+%&& %+%&; %+&2& %+%&3 %+%#3 %+''2 %+2%% %+#'#

日本

!%%% %+%&; %+%%& %+!!& %+%!# %+%;% %+4"4 %+!2' %+#&3

!%%" %+%&' %+%%& %+!&2 %+%!2 %+%'& %+4'4 %+!4; %+#%;

!%&% %+%&# %+%%& %+!%% %+%!& %+%4% %+'%# %+!#" %+#"3

英国

!%%% %+%&; %+%!# %+!%' %+%!# %+%#3 %+4'; %+!'' %+#%&

!%%" %+%&% %+%!; %+&'" %+%&3 %+%"2 %+'&" %+2&" %+#%%

!%&% %+%%' %+%!# %+&2# %+%&4 %+%4# %+'"" %+2%% %+#"4

德国

!%%% %+%&2 %+%%4 %+!!2 %+%4' %+%!! %+443 %+!'& %+233

!%%" %+%&2 %+%%2 %+!!' %+%"& %+%&; %+4;' %+!3! %+234

!%&% %+%%3 %+%%! %+!!2 %+%23 %+%!# %+'%! %+2%% %+#%2

印度

!%%% %+!;& %+%!# %+&'3 %+%!" %+%"2 %+#2; %+&'& %+!4'

!%%" %+!"3 %+%!! %+&'" %+%!' %+%4& %+#"" %+&4# %+!3&

!%&% %+&;3 %+%!" %+&;2 %+%&4 %+%4; %+"!% %+&3! %+2!;

俄罗斯

!%%% %+%'! %+%&! %+!#! %+%2' %+%;# %+""# %+&'" %+2'3

!%%" %+%4" %+%%" %+!'! %+%#& %+%4' %+"#3 %+&'3 %+2'%

!%&% %+%4! %+%%# %+!3# %+%#4 %+%4& %+""4 %+&;# %+2'!

巴西

!%%% %+%;2 %+%%; %+!&' %+%!# %+%3# %+"'2 %+&3! %+2;&

!%%" %+%'# %+%!# %+!!' %+%2! %+%;; %+""" %+&;! %+2'2

!%&% %+%"' %+%!# %+&3& %+%2' %+%"& %+4#% %+!!& %+#&3

$注%表中数据为相应产业增加值与@/A之比!数据来源于各国投入产出表!并经过作者计算整理$

!+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相对较高

伴随着经济服务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演变!各

国制造业所占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见表 &*$ 中

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也由 !%%% 年的

24+3<下降到 2#+!<!但是与其他样本国家相比!仍

相对较高$ !%&% 年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制造业

增加值占@/A的比重分别为 &2+&<&!%<&&2+#<和

!&+#<!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分别为 &;+2<&!3+#<和

&3+&<$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仍占据

主导地位$

$$

四&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及

国际比较

&+制造业和服务业均是中国服务业主要

中间需求部门!而其他国家服务业是其自身

的主要中间需求部门

$$从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使用来看!中国服务业

中间需求比重较高!!%&% 年达到了 "%<!而其他样

本国家大多在 2%<?#%<之间$ 中国服务业中间需

求比重较高!并不表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更发达!

事实上反映了中国服务业受需求拉动较小!消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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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滞后$ 从服务业中间需求部门来看!制造业

和服务业均是中国服务业的主要中间需求部门$

!%&%年服务业和制造业占中国服务业中间需求的

比重分别达到了 #&+;<和 23+#<!表明制造业和服

务业是拉动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增长

的两大主要因素$ 但是!其他样本国家!特别是发

达国家!服务业是其自身的主要中间需求部门!服

务业已经成为拉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增

长的主要因素$ !%&% 年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服

务业中间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在 4%<?;%<

之间!而来自制造业的比重在 &%<?2%<之间)英国

最低只有 &2+"<*'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服务业中间

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 2#+;<&

"2+'<和 "3+'<!而来自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 #!+

!<&22+&<和 !;+;<$ 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的中间

需求中来自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而来自服务业的

比重较低!这并不表明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

系更加紧密!事实上与中国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中

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庞大的

总量规模!而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相对较

小!由此导致服务业中间需求中制造业占比偏高!

服务业占比偏低!这也说明了伴随着经济服务化趋

势的推进!服务业增长需求将日益成为拉动其自身

和生产性增长的主要因素$

表 !$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国际比较

国家 时间
制造

业!

服务

业!

其他

产业!

中间需

求率"

国家 时间
制造

业!

服务

业!

其他

产业!

中间需

求率"

中国

!%%%

!%%"

!%&%

%+##;

%+#%2

%+#&;

%+244

%+2'%

%+23#

%+&;4

%+!!;

%+&;'

%+"2;

%+"!4

%+"%%

美国

!%%% %+!&& %+4;% %+&%3 %+2#"

!%%" %+&3; %+'2! %+%'% %+23&

!%&% %+&'; %+'#3 %+%'! %+2;'

日本

!%%%

!%%"

!%&%

%+2%#

%+!4;

%+!3#

%+""#

%+4!%

%+4%2

%+&#2

%+&&!

%+&%2

%+24!

%+23'

%+2#'

英国

!%%% %+&33 %+'&; %+%;2 %+#%;

!%%" %+&'! %+'4! %+%44 %+##&

!%&% %+&2" %+'34 %+%'% %+23'

德国

!%%%

!%%"

!%&%

%+!'&

%+!'%

%+!4;

%+4&4

%+4#3

%+44%

%+&&2

%+%;!

%+%'!

%+2!'

%+224

%+22&

印度

!%%% %+##& %+2%" %+!"# %+23%

!%%" %+#2# %+2#4 %+!!% %+24&

!%&% %+#!! %+2#; %+!2& %+2'%

俄罗斯

!%%%

!%%"

!%&%

%+!4;

%+2!3

%+22&

%+"&4

%+"2'

%+"!&

%+!&4

%+&2#

%+&'4

%+2&4

%+2!"

%+2!!

巴西

!%%% %+!'4 %+";' %+&2' %+22"

!%%" %+!3" %+"4; %+&2; %+2!3

!%&% %+!;; %+"3' %+&&" %+2#4

$注%

!

表示各行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与服务业的总中间需求之比'

"

表示服务业的总中间需求与总需求之比$

$$!+从制造业中间需求部门来看!制造业

是各国制造业的主要中间需求部门!但中国

制造业中间需求来自服务业的比例较低

$$从各国制造业的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来看!制

造业主要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中国制造业的中间

需求率在 !%%%-!%&%年间更是保持在 4%<以上!其

他国家也大多接近 "%<

!

$ 从制造业的中间需求部

门来看!各国制造业均是其自身中间需求的主要部

门!各国制造业中间需求中来自制造业内部的比重

均超过了 "%<$ 但是!中国制造业中间需求中来自

服务业的比重明显较低$ !%&% 年中国制造业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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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德国为 23+;<!德国制造业中间需求率较低主要在于其强劲的出口能力$ 西方国家由于人力成本高昂!因此制造业

普遍外包!如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工资是中国的 !"倍'而德国的制造业却历久弥新!这是因为德国不仅仅拼价格!更在价值链

和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如重视供货速度&创新和质量!提升产品的革新速度和品质!因此其制造业出口贡献了国家经济增长的

一半以上!拉动@/A增长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快$ 德国近年来失业率较低且经济增长迅速!主要得益于国外产品需求和制造业

的出口贡献!因此德国制造业中间需求比例较低$



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仅为 &'+%<!而美国&日本

和英国的比重在 !%<?2'<之间!印度&俄罗斯和巴

西也在 !%<?!"<之间$ 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

国制造业发展相对更多地依赖于其自身的中间需

求!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国民经济中工业)特别是制

造业*仍占主导地位!服务业总量规模仍然偏小!服

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拉动效应相对

较弱$

表 2$制造业中间需求的国际比较

国家 时间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产业!

中间需

求率"

国家 时间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产业!

中间需

求率"

中国

!%%%

!%%"

!%&%

%+4##

%+4"%

%+4";

%+&24

%+&#&

%+&'%

%+!!%

%+!%3

%+&'!

%+4#"

%+4';

%+4"%

美国

!%%% %+"4; %+!;3 %+&#2 %+"##

!%%" %+""' %+22" %+&%; %+"%&

!%&% %+"%3 %+243 %+&!! %+"%3

日本

!%%%

!%%"

!%&%

%+42;

%+424

%+443

%+!%"

%+!!'

%+!&2

%+&"'

%+&24

%+&&;

%+"'"

%+"#%

%+"4&

英国

!%%% %+"3" %+2%2 %+&%! %+#43

!%%" %+"!' %+2'2 %+%33 %+#!3

!%&% %+"&' %+24; %+&&4 %+#%4

德国

!%%%

!%%"

!%&%

%+4;%

%+'!;

%+'"!

%+&4"

%+&"%

%+&#;

%+&""

%+&!!

%+%33

%+2;&

%+232

%+23;

印度

!%%% %+4&# %+&'& %+!&" %+#'2

!%%" %+4%% %+&34 %+!%# %+#4#

!%&% %+"'4 %+!%" %+!&3 %+"&2

俄罗斯

!%%%

!%%"

!%&%

%+""3

%+"3!

%+";2

%+!!&

%+!##

%+!#;

%+!!%

%+&4#

%+&43

%+"!%

%+#;%

%+"'&

巴西

!%%% %+4"; %+&3# %+&#; %+"4%

!%%" %+";; %+!#" %+&4' %+";&

!%&% %+423 %+!%3 %+&"! %+"2"

$注%

!

表示各行业对制造业中间需求与制造业的总中间需求之比'

"

表示制造业总中间需求与总需求之比

$$2+从国民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入中制造

业所占比重来看!中国制造业投入率明显较

高!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实物投入拉动

$$表 #反映了样本国家国民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

入中制造业所占比重的演变情况$ 中国国民经济

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虽有所降低!但是相

对其他国家而言仍较高$ !%&% 年美国&日本&英国&

德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国民经济制造业投入率

大致在 2%<?"%<之间!而中国达到了 ";+2<!这说

明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制造业在中国仍是主要中间

投入来源$ 而从中国各产业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所

占比例来看!制造业也是主要投入来源$ !%&% 年中

国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中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

#'D&<!而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分别仅

为 &3+%<&!"+2<&&4+%<和 &2+"<!印度&俄罗斯和

巴西也分别仅为 23+!<&2'+;<和 !'+!<!发达国家

低于金砖国家的水平!而中国高于其他金砖国家的

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

制造业等实物投入!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经济服务化$

$$#+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中间投入中服务

业所占比重来看!中国服务业投入率明显偏

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水平较低

$$表 "反映了样本国家国民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

入中服务业所占比重的演变情况$ 中国国民经济

的服务业投入比重明显提高!从 !%%%年的 &3<上升

至 !%&%年的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影响程度有所提高$ 但是从跨国比较来看!中国

国民经济中服务业投入比重仍相对较低$ !%&% 年

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服务业

投入率分别达到了 "'+'<&#&+2<&";+;<&"&+#<&

!;+3<&2!+;<和 24+2<!均高于中国 !&+#<的水平$

从中国各产业的服务业投入比重来看!均低于其他

国家$ !%&%年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制造业的服

务业投入比重在 !"<?2"<之间!印度&俄罗斯和巴

西也在 !%<?!"<之间!而中国仅为 &"+&<$ 从服

务业的服务业投入比重来看!中国也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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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服务业的服务业投入比重为 #%+!<!美国&英

国&日本均超过了 4%<!德国甚至超过了 ;%<!俄罗

斯和巴西超过了 "%<!印度也达到了 #"+'<$ 上述分

析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的影响仍不高!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处于较低水平!服务业与服务

业之间的互动也处于较低水平$

表 #$国民经济及各产业制造业投入率的国际比较

国家 地区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产业!

制造业

投入比重"

国家 地区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产业!

制造业

投入比重"

中国

!%%%

!%%"

!%&%

%+4"&

%+4"%

%+4#'

%+#;2

%+#'#

%+#'&

%+"3%

%+"'"

%+"%3

%+4%;

%+4%!

%+";2

美国

!%%% %+";" %+!!" %+24; %+2';

!%%" %+"2" %+&3# %+24" %+2!4

!%&% %+#3# %+&3% %+2"& %+2%&

日本

!%%%

!%%"

!%&%

%+4&4

%+"3%

%+4!%

%+!4&

%+!&"

%+!"2

%+#'3

%+##&

%+#4;

%+#4"

%+#%3

%+#4%

英国

!%%% %+4&& %+!!3 %+!#; %+243

!%%" %+"2' %+&;; %+!&2 %+!3!

!%&% %+"#& %+&4% %+&3! %+!4%

德国

!%%%

!%%"

!%&%

%+"32

%+4%"

%+"33

%+&4"

%+&#&

%+&2"

%+#"3

%+##4

%+#%3

%+#%!

%+23#

%+2;"

印度

!%%% %+#'2 %+22% %+!3! %+23!

!%%" %+#4! %+2"# %+2!' %+#%#

!%&% %+#'4 %+23! %+2## %+#!!

俄罗斯

!%%%

!%%"

!%&%

%+4%#

%+4%;

%+4&!

%+2!4

%+2"&

%+2';

%+#"#

%+#"3

%+#2!

%+#'3

%+#32

%+#;2

巴西

!%%% %+4&2 %+!34 %+#!' %+#;!

!%%" %+"'; %+2'4 %+#4; %+#3#

!%&% %+"#% %+!'! %+##' %+#24

$注%

!

表示各行业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所占比例!

"

表示国民经济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所占比例$

表 "$国民经济及各产业的服务业投入率国际比较

国家 地区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产业!

服务业

投入率"

国家 时间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

产业!

服务业

投入率"

中国

!%%%

!%%%

!%&%

%+&#&

%+&!'

%+&"&

%+#%'

%+23&

%+#%!

%+&"4

%+&3'

%+&3;

%+&3%

%+&;3

%+!&#

美国

!%%% %+!"; %+42% %+22" %+#"%

!%%" %+22! %+'23 %+#&" %+"'%

!%&% %+22! %+'23 %+233 %+"''

日本

!%%%

!%%"

!%&%

%+!4#

%+!3'

%+!#"

%+422

%+43;

%+4#2

%+23!

%+#2!

%+24'

%+#&3

%+#;;

%+#&2

英国

!%%% %+!44 %+'%4 %+!4# %+#;%

!%%" %+2#" %+'"4 %+!'3 %+"'2

!%&% %+2!% %+';4 %+!4! %+";;

德国

!%%%

!%%"

!%&%

%+!;"

%+!;3

%+!;"

%+'#%

%+';'

%+;%2

%+#%"

%+2;#

%+23#

%+#;"

%+"%'

%+"&#

印度

!%%% %+!"; %+##4 %+!4& %+!3'

!%%" %+!## %+#"' %+!"' %+!3"

!%&% %+!23 %+#"' %+!#; %+!;3

俄罗斯

!%%%

!%%"

!%&%

%+&;"

%+!!2

%+!2!

%+#;#

%+"%3

%+"&'

%+!;2

%+!#;

%+!#&

%+2%"

%+2!"

%+2!;

巴西

!%%% %+&'; %+4!% %+!'# %+222

!%%" %+&;& %+"#" %+!#& %+2%3

!%&% %+!%! %+4#; %+!;& %+242

$$注%

!

表示各行业中间投入中服务业所占比重!

"

表示国民经济中间投入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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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0FM/!%&#年版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分

析了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并进行了国

际比较$ 研究表明%

第一!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且消费性服务业

发展滞后更突出$ !%&%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低于美日英德等发达国家 #% 个百分点

左右!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主要发展中国家 !%

个百分点左右'!%&%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 &% 个百分点左

右!而消费性服务业增加值占 @/A的比重低 !% 个

百分点左右$

第二!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处于较低

水平$ 中国制造业中间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

较低!!%&%年仅为 &'<!而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比重

在 !"<?2'<之间!"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俄罗斯和

巴西的比重也在 !%<?!"<之间$ 中国制造业中间

投入中服务业所占比重也较低!!%&% 年仅为 &"+&<!

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在 !"<?22<之间!印度&俄

罗斯和巴西也在 !%<?!"<之间$ 可见!中国国民

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入中来自制造业的比重较高!

经济发展仍以实物投入为主$

第三!其他主要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服务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不仅服务业与制造

业的互动水平较高!服务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水平也

较高$ !%&%年中国服务业中间投入中来自服务业

的比重为 #%+!<!而美国&英国&日本均超过了 4%<!

德国甚至超过了 ;%<'俄罗斯和巴西也均超过

了 "%<$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和风险的逐渐凸显!

政府开始强调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而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在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着眼于调结构&稳增长!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本文在这种背景下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

互动关系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由于两者的互动发展

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促进服务业总量增长的重

要途径!因此对实现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分析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相比其他主要

经济体仍显滞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也处

于较低的水平$ 如果说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和

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是发展阶段所决定

的'那么!落后于与中国一样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俄

罗斯和巴西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国的

印度!就不是发展阶段所能解释的了$ 造成中国服

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处于较低

的水平!除了统计方面的原因以外!本文认为主要

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生产要素供给不足$ 资金和人才是服务

业发展最重要的两类投入要素!而资金的供给不足

和高端人才匮乏正是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两大

瓶颈$ 一方面!中国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

培养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相关制度的约束也不利

于人才的发展和流动!如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而起征

点低!导致高端人才生活成本提高$ 另一方面!中

国服务业发展的资金供给也存在严重不足$ 如

!%%3年中国服务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2!2%+2#亿元!仅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 #&<$ 导

致服务业资金供给不足的原因是服务业投资回报

期较长!短期内经济效益较低!政府官员基于自身

任期考虑!没有动力去推动服务业的投资建设!限

制了服务业的资金供给$

其二!制度约束$ 制度对中国服务业发展造成

的约束是多方面%一是准入门槛过高束缚了服务业

的发展$ 表现为部分服务业注册资本和规模要求

过高!将许多投资者拒之门外!如会计师事务所设

立分所要求注册会计师数必须达 #%人以上!且对营

业收入和注册资金规模等都有较高的要求$ 二是

地区市场壁垒和行业垄断限制了企业的公平竞争$

目前金融保险&电力&电信&铁路&民航&港口&邮政&

科研&新闻出版等领域仍具有很强的行政垄断色

彩!国有企业居于垄断地位!非国有经济等难以进

入并公平地参与竞争$ 有些领域和行业虽然在名

义上允许民营或外资企业进入!但事实上许多项目

并没有向社会公开招标!形成隐性壁垒$ 三是市场

运行管理不规范化!行业管理混乱!管理水平相对

滞后!集中体现在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未得到充分

的发挥等方面$

综上所述!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互动水平!政策着力点应放在要素供给

和制度环境改善上$ 在要素供给方面!应多渠道筹

集资金!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增加服务

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加快

服务业发展和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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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强化管理&改善服务和规范税费等

多种措施来吸引民间资本&外商资本等流向服务业!

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类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通过股权置换&股票上市&债券发行和夹层融资等多

种方式来筹集资金$ 在制度环境方面!需尽量降低服

务业的进入壁垒!放松对服务市场的政府管制!以形

成宽松自由的市场竞争和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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