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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
服务业的比重在发达国家超过 2/3，在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生产性服务业还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有研究表明，在加工组装型制造业中，服务中间投入占制造企业中间投入成本的 70%以上，产品
价格中直接制造成本仅占 1/3左右，价值链的增值过程大部分发生在服务环节中。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中，

即使制造过程中的成本控制、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服务提供缺乏效率，整
个产业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讲，加快发展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是提升我国产业整体
竞争力的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些年服务业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各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发展正日益打破时间、空间乃至文化的界限，告别传统的地缘

导向模式，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服务业的全球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了空前高度，推动着世界经济
一体化和各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化的推进，一个完整的跨国生产体系正在形成：
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链上的多个节点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分工体系全球化，推动着全球生产组织方
式的革命性变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利用的外部服务和相关要素大大增加。能否

有效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增长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各国在国际产业
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与国际一般趋势相比，服务业发展明

显滞后。2006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 GDP和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8个百
分点和 16个百分点，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4个百分点和 21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性服务占服

务业的比重相对更低，结构有明显偏差。开放程度相对偏低、参与全球化不足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
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服务业吸收外资仅占吸收外资总额的 30%左右，明显低于全部国家平均值 64%、
发达国家 71%和发展中国家 49%的水平。这种状况制约着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和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加快改革开放。一要推进各项改革。要打破垄断，放宽市

场准入，推动公平竞争，促进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二要完善相关政策。取消对服务业的各项歧视政策；
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的发展；支持有条件的沿海中心城市建成
世界级的生产性服务集聚中心。三要扩大开放。当前要特别重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以此为契机进入服
务业国际分工体系，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从人力资源特点、规模经济优势、国内需求强劲

等多种因素考虑，我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能够在开放中不断提升能力和加快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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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效应对服务业开放中可能产生的垄断、削减普遍服务、影响经济稳定等挑战和问题。
总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广泛、深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密切相关。我

国有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相对薄弱：在范畴、定义和测度等许多基础方面还缺乏
共识，资料积累不足，统计口径和体系不完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能针对突出问题、择取
重要事实、恰当解释数据意义的实证研究还比较薄弱。《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报告 2007》汇集了这个领
域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观察问题的角度各有特点，涉及理论工具、现状解析、趋势预测、政策建议等
多个研究层面，不少章节资料翔实、分析深入、观点鲜明、政策建议切实可行，在有些方面还填补了研
究空白。总之，这是生产性服务业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社会各方面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更多关注，共同推动这个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进程。

江小涓
2008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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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情况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情况
1979～2006年，我国内地服务业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实现了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核算，
1979~2006年我国 GDP年均增长 9.7%，服务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 10.7%，服务业年均增长高于 GDP 1

个百分点，但比第二产业年均增速 11.3%低 0.6个
百分点，比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5%低 0.8个百

分点。2002年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以来，由于
重化工业化加速，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从 2002
年的 45.7%降至 2006年的 38.6%，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从 2002年的 4.2个百分点降至 2006年的
4.1个百分点。

第一章 2006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情况及
“十一五”发展趋势

一、 我国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和升级阶段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9 31.3 47.1 21.6

1990 27.1 41.3 31.6

1995 19.9 47.2 32.9

2000 15.1 45.9 39.0

2001 14.4 45.1 40.5

2002 13.7 44.8 41.5

2003 12.8 46.0 41.2

2004 13.4 46.2 40.4

2005 12.5 47.5 40.0

2006 11.8 48.7 39.5

表 1-1 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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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
比重从 1978 年的 23.9%提高到 2002 年最高时的

41.5%，2006 年为 39.5%，下降了 2 个百分点。
1978～2006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升 15.6 个百
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由 1978年的 12.2%上
升至 2006年的 32.2%，28年间提高了 20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47.9%曾经降至 1990 年最低时的 41.3%，曾下降
6.6个百分点，但此后到 2006年又升至 48.7%；第
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从 17.3%升至 25.2%，28 年

间提高 7.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
和就业所占比重均相应有所下降。

（二） 内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
根据程大中的研究，1981～2000年我国生产者

服务年均名义增长 17.7%，明显高于同期国民总产

出和服务业总产出名义年均增速 15.3%和 16.3%；
生产者服务占国民总产出和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

也分别提高 4 个和 11 个百分点，2000 年分别为
12.2%和 53.9%，显示了生产者服务加速增长的势

头，表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整个服务业中
地位有所上升。

（三） 2006年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最新情况
2006年，我国服务业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

态势。服务业增加值为 82702.8亿元，比 2005年

73432.9亿元名义增长 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10.3%，比 2005 年 10.5%的增幅略有放慢。
2006年，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为 39.5%，比 2005
年下降 0.5个百分点。2006年，服务业就业人数

24614 万人，比 2005 年 23771 万人增长 4%，占
2006年全国总就业人数 76400人的比重为 32.2%，
比 2005 年 31.4%提高 0.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
值对 2006年 GDP的贡献率为 38.6%，比 2005 年

回落 1.7个百分点，拉动当年 GDP增长 4.1个百分

年份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9~2006 9.7 4.6 11.3 10.7
1998~2006 9.2 3.7 10.3 9.8
2003~2006 10.3 4.7 12.0 10.1

表 1-2 三次产业年均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41.7 41.0 17.3
1995 9.1 64.3 26.6
2000 4.4 60.8 34.8
2001 5.1 46.7 48.2
2002 4.6 49.7 45.7
2003 3.4 58.5 38.1
2004 7.8 52.2 40.0
2005 6.1 53.6 40.3
2006 5.9 55.5 38.6

表 1-3 三次产业对 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产业贡献率为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 GDP增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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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比 2005年回落 0.1个百分点。
服务业各主要行业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中，

2006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2032.4
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总额的 15%，比 2005年增
长 8.3%，增幅比 2005年 11.3%降低 3个百分点；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4915.9亿元，占服务业增加

值总额的 16%，比 2005 年增长 8.6%，增速比
2005年加快 0.8个百分点。
按照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55%估算，2006年我

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为 45486.5 亿元，占当年

GDP的 22%。2006年，物流、金融、信息、科技
研发、商务及专业服务等主要生产性服务业门类
保持快速发展态势。2006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
用为 3.84万亿元，按现价同比增长 13.5%，增幅

比 2005年提高 0.6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的比率为 18.3%，比 2005年下降 0.2个百分
点。2006年，我国物流业实现增加值 1.4万亿元，
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额的 17.1%，比 2005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服务业增加值
10.3%的增幅高 2.2个百分点；全国物流总额 59.6
万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 24%，增幅比 2005
年回落 1.2个百分点。同时，按照我国“大力发展

现代物流业”的要求，物流业结构有所优化，现
代物流业特别是第三方物流受到重视。
信息服务业飞速成长。2006年，全国电话总

用户达 82889.4 万，比 2005 年 74385.1 万增长
11%，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46108.2万，比 2005年 39340.6万增长 17%；固定
电话用户 36781.2 万，比 2005 年 35044.5 万增长
5%。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 63.39部/百人，其中移
动电话普及率为 35.26部/百人。截至 2007年 9月，

全国互联网用户数达 1.72亿户，居全球第 2位。
金融服务业处于繁荣期。2006年，全国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 335460亿元，比 2005年 287170亿
元增长 17%；各项贷款 225347 亿元，比 2005 年

194690亿元增长 16%；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705733
亿元，比 2005年 626978亿元增长 13%。2006年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10663亿美元，比 2005年年
末 8189亿美元增长 30%。2006年，境内外上市公
司总数达 1590 家，比 2005 年 1503 家增 87 家，
股票筹资额达 5594亿元，比 2005年 1882.5亿元

增长近 2倍。2006年，全国保费收入 5643亿元，
比 2005年 492亿元增长 14%。
科技研发服务业增长加快。2006年，R&D经

费支出达 2943 亿元，比 2005 年 2450 亿元增长

20%，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从 2005 年的
1.33%上升到 1.41%，全国科技成果登记数 336.54

项，比 2005年 32359项增长 4%；全国技术市场
交易额 1818 亿元，比 2005 年 1515 亿元增长
17%；专利申请授权量达 26.8 万件，比 2005 年
21.4万件增长 25%。科技研发服务业主体多元化

进一步发展，企业主导地位有所加强。
商务服务业增长加速。2006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 76410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3.7%，
增速比 2005年提高 0.8个百分点。创新设计、广
告、会展等商务服务业都快速成长。

（四） 内地服务业发展偏离国际服务业发展一

般趋势
我国人均 GDP已经达到 2000美元，进入工业

化中期阶段，按一般趋势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

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国际经济组织的分类，
我国目前已进入中下等收入经济体，但我国服务
业所占份额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国
家，而且也明显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甚至更低收入

国家。从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看，2004年我国
为 40.7%，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68%和发达
国家平均水平 72%，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
水平 52%。

从服务业就业所占比重看，2001年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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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一五”时期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目标及对服务业发展的新要求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十一五”

时期要努力实现以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7.5%，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
一番。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
的比重分别提高 3个和 4个百分点。自主创新能

力增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增加到 2%。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0%左右。
———城乡区域发展趋向协调等。
在拓展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要大力发展主

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化分工，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先发
展交通运输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有序发展
金融服务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规范发展商

务服务业。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在 60%～70%，最高的为
美国 75.2%，比我国高出 47.5个百分点；最低的

西班牙为 62%，也比我国高出 34.2个百分点。在
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为阿根廷 76.3%，比我国高
出 48.6个百分点；最低的巴基斯坦为 33.5%，也
比我国高 5.8个百分点。

以上两个方面均显示，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
偏离世界各国的一般发展趋势，需要大大加快发
展的步伐。
我国服务业发展也明显偏离钱纳里等基于 100

多个国家实证研究揭示的标准结构。2003年，我
国人均 GDP为 1100美元，相应的服务业增加值比
重和就业比重分别为 41.5%和 29.3%，显著低于标
准结构为 1000美元时的产值比重（50%） 和就业

比重（40.7%）。

（五） 内地生产性服务业相对滞后
与国际一般趋势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仍存

在明显的不足，这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我国生产性服务在国民经济和整个服务业中

的份额仍相对较低。据分析，目前发达国家生产
性服务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在 70%左右，比我国

要高十几个百分点。二是我国生产性服务的结构
不够优化。从 2000年看，商业饮食占 35.0%，运
输邮电业占 27.3%，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为
19.3%，而金融保险业仅占 12.6%，包含专业服

务、综合科技服务等未分类的“其他服务业”仅
占 5.9%。三是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不
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如美国 1998～2003 年生产性
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都保持在 25%以上，最

高接近 27%，英国则从 1992 年的 19%左右升至
2002年的 26%左右。
另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快慢与份额大小，

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国生产性服务的发达程度。

从 2006 年的数据看，我国服务贸易居世界第 7
位，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 3.5%；而货物贸易居
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货物贸易的 7.2%。2006年世
界服务贸易额与货物贸易额之比为 1∶4.5，而我国

仅为 1∶9.4。

二、“十一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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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性服务业总量及结构预测
在生产者服务的部门构成方面，从 2000年的

情况看，在整个服务业提供的生产者服务中，商
业饮食业所占比重最高，达 35%；其次是运输邮
电业，占 27.3%；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为
19.3%；金融保险业仅占 12.6%，包含专业服务、

综合科技服务等未分类的“其他服务业”只占
5.9%。根据程大中的估计，2000年我国生产性服
务名义值 31310.6亿元，占国民总产出和服务业总
产出的比重分别为 12.2%和 53.9%。根据近几年主

要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行业的发展势头，估计目前
生产性服务增速将继续保持略高于 GDP和服务业
总产出的增长势头，估计 2006年生产性服务占国
民总产出和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将进一步分别升

至 13%和 55%左右。到 2010年，生产性服务业将
进一步加快发展，假定其增速比整体服务业高 2
个百分点，即为 11%，其实际增加值将达 68018
亿元，占当年 GDP的 26%和整个服务业增加值的

60%，比重分别提高 13个和 5个百分点。
根据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十

一五”时期生产性服务部门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
化：金融、保险、物流和信息服务业将高速发展，

比重将有显著提升，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导部
门；专业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业的规模将迅速扩
大，地位明显上升；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将会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比重基本稳定。

3． 内地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预测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十一五”时

期内地服务贸易也将进入快速增长期，服务进出
口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将趋于提高。这将为

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国、各地区服务供应商提供大
量的贸易机会；另外，由于服务业吸收外资已成
为内地引资的热点，以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服务
贸易将呈现更加迅猛的增长势头。“十五”时期，

我国服务出口、进口年均增长分别为 19.8%和
18.9%；“十一五”时期，估计服务出口、进口年均
增速至少将加快 2～3 个百分点，2010 年分别达
2070亿美元和 2250亿美元，估计在世界排名可能

将由现在的第 8位和第 9位升至第 6位。

（二）“十一五”时期内地生产性服务业总量及
结构演变趋势

1．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预测
“十一五”期间预计 GDP年均增长 7.5%，服

务业增长要快于 GDP增长，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提高 3个百分点，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的 43.3%；服务业就业比重将提高 4个百
分点，到 2010年达到 35.3%。

类别 指 标 2005年 2010年 年均增长（%） 属 性

经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万亿元） 18.2 26.1 7.5 预期性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13985 19270 6.6 预期性
服务业增加值（元） 73394.6 113013 9.0 预期性

经济结构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40.3 43.3 ［3］ 预期性
服务业就业比重（%） 31.3 35.3 ［4］ 预期性
服务业就业人数 23815 28355 4540 预期性

表 1-4 “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

注：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为 2005年价格；带［］的为五年累计数。
资料来源：“十一五”规划纲要；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为根据相关数据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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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五”时期内地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趋势

“十一五”规划纲要和 2007 年国发 7 号文件
提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生

产性服务业，主要内容是：
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建立公开、平等、

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
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

要按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原则加快产业化
改组。营利性事业单位要改制为企业，并尽快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采取积极的财税、土地、

价格等政策，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
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的发展。健全服务业标准体
系，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大城市要把发展服务业
放在优先位置，有条件的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

主的产业结构。
按照上述精神，重点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选择：
第一， 调整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办法和差别

性政策，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创新放在更重要
的位置。随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融合和一体

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日益模糊。我国传统
的产业分类方法和“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
策设计面临重大调整。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
创新放在与制造业同等重要乃至相对优先的位置，

特别是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果改造我国物流和
供应链体系、建立市场营销网络等方面给予适当
倾斜，既提升制造业企业自身的生产性服务水平，
又加快打造一大批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供应商。

第二， 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心城市建设
成面向全球的生产性服务中心。上海、北京、天
津、深圳等沿海中心城市面临着商务成本不断提
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土地等资源制约加

严等不利条件，应发挥这些中心城市的服务聚集
功能，加快其向服务业转型。沿海中心城市转型
不是简单放弃加工制造业，而是在保留其有优势

年份
世界服务出口 中国服务出口 中国服务进口

金额 比上年增长 金额 比上年增长 在世界排名 金额 比上年增长 在世界排名
1995 11892 14.7 184.3 12.7 16 246.4 56.1 12
1996 12679 7.2 205.6 11.6 16 223.7 -9.2 14
1997 13182 4.0 245.0 19.1 16 277.2 23.9 12
1998 13463 2.1 238.8 -2.6 15 264.7 -4.5 13
1999 13970 3.8 261.7 9.6 15 309.7 17.0 10
2000 14851 6.3 301.5 15.2 13 358.6 25.8 10
2001 14887 0.2 329.0 9.1 13 390.3 8.9 10
2002 15881 6.7 393.8 19.7 11 460.8 18.1 8
2003 18047 13.6 463.8 17.8 9 548.5 19 8
2004 21275 17.9 620.6 33.8 9 716.0 30.5 8
2005 24150 13.5 812.0 38.0 8 853.0 22.0 7
2006 27100 11.2 870.0 7.1 8 1000.0 17.2 7

表 1-5 中国内地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变化（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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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中高端制造环节的同时，加快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建成若干面向全球的生产性服务中心，培

育一大批以生产性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供应商。
第三， 以扩大开放为动力，促进生产服务业

的加快发展和创新。一是加大承接国际服务业转
移和服务业外包的力度，优化政策环境，创新服

务业聚集区功能和制度设计，着力吸引跨国公司
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营销中心和软件开
发中心，在承接服务业外包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有

利位置。二是大力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全面提升与外商投资的合资合作水平，
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引进、管理创新。三
是积极有序地引入战略投资者，对目前仍带有垄

断性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改革重组，促进其提高
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四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适当扩大服务进口，既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高质
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又引入市场竞争，促进国内
生产性服务业质量的改善。五是支持有条件的国内

企业包括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发展跨国经营，建
立海外营销网络，开展海外购并，加强战略联盟，
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合作水平。
第四，加强 CEPA 项下内地与香港生产性服

务业的合作。要完善有关配套政策，消除各种障
碍，积极推动 CEPA 项下香港生产性服务供应商
的进入；搭建平台，完善公共服务和中介服务，
为沿海中心城市提升与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

水平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五，大力发展商务服务业，使之成为促进

创新、提高效率的重要平台。一是要大力发展物
流服务和供应链管理，包括交通运输、仓储、物
流、配送、采购、供应链管理等，提高物流效率，
加快生产和服务的网络化和国际化；二是要着力

推动市场营销服务的升级，包括市场拓展、分销
代理、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创意策
划和会展等生产性服务，提高发现市场、创造需
求、引导创新的能力，增强市场控制力、利润增
值力和差异性竞争能力；三是要大力推广电子商

务等现代化交易方式，广泛应用基于互联网的商
业服务，促进商务服务业本身的创新和升级。
第六，认真落实“十一五”规划，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的全面升级。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
求，全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一是有
序发展金融服务业，健全金融体系，完善服务功
能，创新服务品种，提高服务质量，支持企业创

新。二是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加强信息基础服
务，扩展增值服务，开发新兴业务，促进普遍服
务，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增加公共信息服
务。三是积极规范发展会计、财务、审计、律师

和咨询等专业服务，提高其专业化、规范化、精
细化服务水平。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王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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