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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E 年投入产出表和 @"A" 年投入产出延长表$利用二级判断法$通过对中间需求率#非居

民最终消费率和净流出量等统计量对重庆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统计判断和比较分析' 经计算$@""E 年和

@"A" 年各有 E 个行业被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分类结果与经验划分大致相符%不同年份的行业统计分类略

有变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由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向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转变$批发和零售业由外向型

生产性服务业转变为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其他行业也有变动$对地区经济各环节的影响显著'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二级判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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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定义有了共识$ 即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主

要为满足中间需求#向外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用于进行生产和商业的行业&A'

$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不同于其他服务业的特殊属性即中间投入性%产业关联性%知识高度密集性和空间布局

的集聚性$ 在服务业内部#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的就是消费性服务业$ 曾有学者定义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消

费性服务业以外的服务行业#由此看来#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然而对大多数

服务行业来说#它们提供的服务产品既可以作为企业的中间产品又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最终消费品$ 所以从

广义上来说#生产性服务业虽然作为一个已经外部化和市场化的独立形态#但却没有统一明确的分类$ 因

此#在对某一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研究时#需要在服务业的框架下首先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 生

产性服务业在不同阶段的子行业调整将预示着行业的发展趋势$

@"AA 年重庆市在努力发展城市经济的过程中#服务业和工业对地区经济贡献度分别为 D!+!l和 @Il#

生产性服务业与这两个产业在产业链条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0重庆市十二

五规划1的要求#有利于推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A(文献综述

在大多数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中#研究者均是沿用了既定的国际或实践的分类标准$ 这种现象数



不胜数#不再举例$ 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延!即分类"研究方法种类较少#可以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归纳$

定性的方法结合行业性质进行判断#如果某行业是中间投入型的服务业#则为生产性服务业#例如科学研究

及各种科技服务$ 对于既有最终消费性又有中间投入性的行业需要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判断$

定量方法主要是利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分类$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经济组织%学者

都有其各自的统计口径和划分标准#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行业分类与国家的统计分类不同#已有分类

五花八门$ 李冠霖!@""@"利用中国 AJJE 年的投入产出表将服务业中的中间需求率高于 #"l的行业界定为

生产性服务业#低于 #"l的是消费性服务业$ ]%%?L;/ 等!@""@"也用同样的方法利用美国 @""" 年的投入

产出表计算#只是分类稍有不同#他们将服务业中间需求率高于 D"l的部门界定为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

I"l UD"l为混合服务业#低于 I"l的部门界定为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 这种方法能从本质上体现生产性

服务业的内涵#且操作性较强#对静态比较的效果好$ 高传胜和李善同!@""E 采用的是统计学方法#以0中间

使用率1和0非居民最终消费比率1平均值为标准#结合生产者服务的内涵#并参照行业分类标准!]6o

3IE#IK@""@"$ 中国比较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

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而餐饮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业则属于比较典型的消费性

服务业$ 尚于力等!@""G"以4中国 AJJE!@""@"年投入产出表5的部门分类解释和]6o3IE#I2JI!@""@"4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5为依据进行动态比对#将由投入产出表行业划分中计算出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化成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中的行业#并根据对比结果进行分类$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通讯服务%

批发零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计算机服务%租赁和旁务服务%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服务 D 大类$ 还有研究在

继承高传胜和李善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地区间贸易因素#弥补了此前研究指标解释力度不足的问

题$ 胡晓鹏!@""G"另辟蹊径#在借鉴徐国祥%常宁!@""I"对现代服务业研究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

济学生产函数的拓展分析#提出了划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分类标准#结合我国第三产业统计分类内容#重

新聚合了体现为0人流1%0资金流1%0知识流1%0信息流1%0物流1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统计范围$ 从生产

性服务业的结构优化角度#区分了外生生产性服务业和内生生产性服务业$ 可见对生产性服务业分类的研

究从静态到动态#由浅到深#不断丰富$ 综合以上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范畴可以归纳为现代物流业%

金融保险业及商务服务业$ 经具体的行业划分可以归结为以下行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

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

目前学术界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问题研究的文献比较少$ 在仅有的研究中#则侧重于从生产

性服务业增加值和吸纳就业人员等方面展开$ 如陈丽娜等!@"AA"对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研究#

于锦荣等!@"AA"对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结构及集群状况的研究$ 在此通过对比从 @""E%@"A" 年

的投入产出表和延长表中计算出的分类指标#比较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子行业的发展情况#为重庆市生产

性服务业的研究提供借鉴$

@(对生产性服务业分类的数据&方法和模型

@+A(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数据的时效性%统计口径和标准的一致性#选取重庆统计局发布的4@""E 年投入产出表5和

4@"A" 年重庆市投入产出延长表5$ 表中包括了 I@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其中制造业 AE 个部门#服

务业 AD 个部门#所有基础数据于均来自该表$

@+@(重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即分类#判断方法

要对一个地区的生产服务业进行研究#就必须结合当地产业发展数据#用合理的方法做出实证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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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利用投入产出法来判断主导需要或用非居民最终消费率等指标来衡量狭义的生产性服务业&@'

#此方

法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级判断法&!'

#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 ! 类(内

向型生产性服务业%综合性生产性服务业和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弥补了此前的解释不足$

@+@+A(二级判断法的原理

总产出 $中间使用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固定资本 #存货 #净流出 $

中间使用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流出 $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由此衍生而来的经济指标有中间需求率%非居民最终消费比率$ 净流出的符号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

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使用也即中间需求#最终使用也即最终需求$ 中间需求率是指国民经济中各行业对某

行业产品的中间需求之和#与整个国民经济对该行业产品的总需求之比&I'

$ 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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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2产业部门产品的最终需求部分$一个产业的中间需求率越高#它的

产品就越具有中间产品的性质$非居民最终消费比率#是指总产出扣除居民最终消费部分而余下的部分占

总产出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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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消费环节限定某产业的中间投入性质$ 净流出量与 X

2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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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判断方法

由于0中间需求率Q最终需求率RA1#取 "5# 为判断一个产业的产品是否为中间产品的临界值$ 中间

需求率大于 "5##则说明该产业具有原料产业的性质#可以作为生产性服务业$ 此处不对内向型生产性服务

业和综合生产性服务业做区分#统一为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 对于中间需求率小于 "5# 的行

业#需要看净流出量的符号#若净流出量大于 "#非居民消费率大于 "5##则该行业为外向主导型的生产性服

务业#在地区内部还不是生产性服务业$

!(实证分析

为判断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重庆 I@个部门对服务业的依据结果如表 A%表 @所示$

依据二级判断法#中间需求率大于 "5# 的为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率小于 "5# 的#在净流出大于 " 时#

非居民消费大于 "5# 的服务业为外向型生产服务业#否则不为生产性服务业$ 经统计指标判断结果如下(

@""E 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业%金融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居民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应归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而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应归于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 @"A" 年#研究与实验发展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及仓储

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为生产性服务业$ 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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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则是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不属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

表 A(@"A" 年统计指标比较和判定结果

服务业 中间需求率 非居民最终消费率 净流出 判断结果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5JG# "5J!! J !ADG J#G" 是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EEG "5JGJ E @II @#G5G 是

金融业 "5EIG "5E"! E !AG! DEG" 是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5EII J A5""" " !AJG JE#" 是

综合技术服务业 "5E! "5#AJ E !I!A A"#" 是

邮政业 "5DDI D "5E@D D A@A AI!5G 是

批发和零售业 "5#EJ @ "5G"@ " E@J I@D5I 是

住宿和餐饮业 "5#@A "5GJI J A"D @!"5@ 是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5IJ# A5"" "" @A@ JI"5D 外向型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II@ I A5""" " I@ #EE5## 外向型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I@ "5JG# D !!E EDD5!" 不是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A! A "5DID # !!@ IG@5!" 不是

房地产业 "5ADD ! "5JI! " " 不是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AIG I "5EGG I !E"" DJG" 不是

教育 "5AII I "5DEE " " 不是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5"@D I A5""" " !A "JD G@D" 不是

(((资料来源(依据 @"A" 年投入产出延长表计算而来#!"代表值为负$

表 @(@""E 年统计指标比较和判定结果

服务业部门 中间需求率 非居民最终消费率 净流出 判定结果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A5E!G J A5""" " !@"@ J@E5#G" 是

金融业 A5A#D G "5D"I E !A "## !D!5AI" 是

综合技术服务业 "5GI@ G A5""" " !!A@ EEI5@"" 是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DA# A "5E#G J A"! G!!5GD 是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5#EJ E "5GJE I A"@ A"A5#G 是

邮政业 "5#D" E "5GJG @ II AEI5ED 是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5##@ A "5E"J @ AI! JGJ5"D 是

住宿和餐饮业 "5#@" G "5I@G A !@II #GA5EE" 不是

批发和零售业 "5IGI D "5JIG @ @" G"#AI5#A 外向型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IAE G "5E#" G !@! IE#5@D" 不是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D G "5#G! A !" I"D5!# 外向型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 D "5#I" # I" D"D5#E 外向型

房地产业 "5AJJ D "5GG# E "5"" 不是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AGD I "5DA! E !@@" E!I5G"" 不是

教育 "5"GE " "5#A" @ !@JG D#I5I"" 不是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5"A! J "5JGD " !!@@ D#"5""" 不是

(((资料来源(依据 @""E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而来#!"代表值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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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比较发现#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用统计指标测算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有个别行业存在不一致的情

况$ 在统计判断的基础上#通过对比 @""E 年和 @"A" 年的结果#对生产性服务业中不一致的行业进行对比分

析$ 住宿和餐饮业#如果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本身不应该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具有知识

高度密集性行业的中间投入行业#而住宿和餐饮业提供的服务知识含量较低而且较多地用于终端消费环

节$ 因此#在表 ! 的结果归纳中#@"A" 年未将住宿和餐饮业划为生产性服务业范畴$ @""E 年住宿和餐饮业

的非居民消费率!"5I@G A"低于 "5##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而在 @"A" 年住宿和餐饮业的非居民消费率异

常#高约为 "5GJ#其服务本身用于中间生产环节较少#这只能说明政府消费较居民消费异常增多#导致非居

民消费率升高$ @""E 年#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经统计指标计算#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而在 @"A" 年却

为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 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包括为居民家庭提供各种家庭服务的活动%电器设备修

理与维护等$ 它正向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转化#这表明了生产环节中分工日益细化和专业化$ 重庆市居民

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正在为区外市场的生产提供服务#对本地的生产投入逐渐减弱$ 批发和零售业在 @""E

年为外向型生产性服务业#@"A" 年却为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的服务市场由外向内的转变说

明了重庆市批发和零售业的区际间竞争力较以往有所减弱#这可能是由冰山成本或本地市场效应的增大而

引起的变化$

表 !(对生产性服务业分类的判断结果

@"A" 年 @""E 年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

金融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邮政业 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在二次判断法的结果中#@""E 年和 @"A" 年相一致的行业有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

融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邮政业$ 虽然这 D 个行业在两个年份同时被划分为生产性服务

业#然而它们的中间需求率%非居民最终消费率和净流出大小却存在很大不同$ 这些行业地位和结构的变

动#体现了从 @""E F@"A" 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方向及未来变动趋势$ 从对生产的中间投入来

看#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在 @""E 年和 @"A" 年皆位居服务业部门首位#但中间需求率从 @""E 年的 A5E!G J 降低

至 @"A" 年的 "5JG##净流入量从 @"@ J@E5#G 降低到 ADG J#G#体现了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技术从外引进的依

赖性在近几年逐渐减弱$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提供包括机械设备%文化日用品租赁%企业管理%法律%咨询与

调查%旅行社%包装等服务#其中间需求率从 @""E 年的 "5DA# A 增至 @"A" 年的 "5EEG#非居民最终消费率从

"5E#G J增至 "5JGJ E#净流出量也呈增加的态势$ 由此可见#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对本地生产的要素供给能力

逐步增强$ 金融业的中间需求率从 @""E 年的 A5A#D G 降低到 @"A" 年的 "5EIG#非居民消费率稍有增加#净

流入量大幅度减少$ 重庆市金融业在地区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发展#从数据来看#金融服务已经不仅能够满

足本地区生产的中间需求#还为本地居民储蓄和消费提供业务服务$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从 @""E 年的

"5#EJ E增至 @"A" 年的 "5EII J#非居民最终消费率由 "5GJE I 增至 A#净流出量由 A"@ A"A5#G 急剧缩减至

FAJG JE#$ 这说明重庆市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及仓储服务的需求增强#已经出现了区内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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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综合技术服务业服务内容涉及专业技术%科技交流和推

广%地质勘查等服务$ @""E 年至 @"A" 年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非居民最终消费比率和净流出都呈

现出下降态势$ 这说明最终消费对技术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多#对服务的技术要求提高#净流出赤字反应了

本地市场暂时无法满足区内的生产#消费需求需要从外引进$ 从数据看来#邮政业的中间使用率有所上升#

非居民最终消费率小幅度下降#净流出量大幅度增加#邮政业在本地与区外贸易间发挥着重要作用$

I(结果分析

依据二次判断法的计算#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结果如下(@""E 年在 AD 个服务业部门中筛选出

E 个服务业部门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分别是(研究与实验发展业%金融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租赁与商务

服务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相对比#@"A" 年也筛选出 E 个分别为(研究

与试验发展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E 年与 @"A" 年对比之下#筛选出来的行业大同小异$ 各个统计指标计算结果描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特

征#筛选出来的行业属于经验分析所采用的部门范畴#但行业划分更加细致$

通过两个年份的比较#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由为本地市场提供生产的服务业转变为外向型生产性服

务业$ 此行业的转变体现了生产环节的分工日益细化#有些生产部门开始向服务部门转化$ 重庆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可以承担外包服务#为市外市场提供中间服务以增强本地的区际竞争力$ 批发和零售业由外

向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化为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反应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增强和区际冰山成本的增大$ 除

此之外#通过其他行业统计指标的对比分析知道#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生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业的发展逐渐壮大#并作为生产和最终消费的中介服务环节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产环

节对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其本身供给能力也得到增强$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区内供给不足#发展

潜力大$ 生产环节对综合技术服务的中间需求减少#最终消费环节却对它的需求增加$ 居民或政府消费非

综合技术服务需求增加#但综合技术服务业在本地发展不足#对外引进较多$ 生产和消费环节对邮政服务

需求都不大#但对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作用却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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