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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于消费者服务业而言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高智力、高集聚、高成长、高辐射、高就业的现代服

务产业 ,它能够有效推动创新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创新链中各构成要素的创新作用及相关环节进行分

析发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创新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却十分滞后 ,这已成为国家创新链中最薄弱的环节。为此 ,本文认为应从组织创新、体制创新及技术

创新三个方面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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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世界上对国家创新体系

的研究主要是从整个创新链的角度出发 ,这个体系

中任何一点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其他环节发生相应

变化。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应该考虑 ,中国国家创

新链中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创新 ,哪些地方还有创新

的空间 ,哪些地方是我们国家创新链条中的薄弱环

节。战略研究就是要研究创新链中的薄弱环节 ,加

强薄弱环节的创新[1 ] 。本文通过对创新链中各构成

要素的创新作用及相关环节的分析 ,发现国家创新

链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而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却十分滞后 ,创新能力不强已经成

为我们国家创新链中的薄弱环节。

1 　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重要意义

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 H. Greenfield 在研究服

务业及其分类时 ,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

生产性服务业又称生产者服务业 ,在理论内涵上是

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 ,即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

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生

产者在生产者服务业市场上购买的服务 ,是面向生

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从外延角度看 ,生产性服务包括 :与资源分配和

流通相关的活动 (如金融业、猎头、培训等) ;产品和流

程的设计及与创新相关的活动 (如研发、设计、工程

等) ;与生产组织和管理本身相关的活动 (如信息咨

询、信息处理、财务、法律服务等) ;与生产本身相关的

活动 (如质量控制、维持运转、后勤等) ;与产品的推广

和配销相关的活动 (如运输、市场营销、广告等) 。

若从生产性服务业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 ,生产

性服务业可分为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的生产

性服务业。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房

地产和商务等服务行业 ;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

广告、市场调查、会展、会计事务 ,律师事务和管理咨

询等服务行业。一般来说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通常

提供的服务属于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服

务[2 ] 。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原本

是为制造业服务的 (但是目前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

对象已经扩展到除制造业之外的其他产业 ,并且部

分学者认为 ,其他产业已经成为其主要服务对象) ,

它对制造业而言具有管理、促进和战略功能。发展

到工业时代 ,生产性服务业已广泛地参与到生产制

造过程中 ,它成为一种推动工业生产各阶段更高效

运行及增加产出价值 (附加值)的间接投入。进入后

工业时代后 ,经济发展不再仅仅依靠工业生产 ,还有

赖于其他经济部门 ,生产性服务因为更全面地参与

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而成为新技术和创新的主要

来源和传播渠道 ,更多地发挥了战略功能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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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作用。因此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属于典型知

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服

务业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和外国投资的重点 ,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产生了极强的积聚和辐射效应。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

用越来越显著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国内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大部分从微观层面出

发 ,而且研究的主要问题大同小异 ,主要集中于生产

性服务业的区位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和区域

经济增长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生

产性服务企业的行为及竞争力及国际化问题等方

面。但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关于生产性服务业

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 ,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从

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 ,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

的理论研究还很少 ,国内只有崔蕴[ 3 ] 、张国峰[4 ] 在其

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要进行生产性服务业的自主

(内部)创新。同时 ,笔者在众多创新研究文献中发

现 ,目前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服务创新的成功实施 ,

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创新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它可

以加快或阻碍创新 ,也可以为创新实现增值。因此 ,

从技术创新链的角度出发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进行

研究是一个新的切入点。

2 　创新链的作用机制分析

创新链是围绕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主体 ,以

创新为纽带 ,把具有互补性的各个链接点连接起来 ,

通过链接点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影响 ,实现知识的

经济化与创新系统优化的一种功能链接结构模

式[5 ] 。创新链是由若干功能节点构成的 ,创新活动

被分为若干功能节点 ,节点之间通过交互作用最终

生成创新。一般地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地

区 ,乃至产业、创新某阶段 ,只要对创新活动起相应

的功能作用的 ,都可以被称作为节点。

创新链反映了知识在创新活动中的推进和转化

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生产与经济

活动关系的日趋紧密 ,各种要素和资源被转化成具

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的各个环节 ,这些环节

也形成了从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应用、创新、扩散 ,

到实现产业化 ,进而获取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创

新链。整个知识的推进和转化过程都要依附于具有

特定功能的创新主体 ,这就构成了以各创新主体为

节点的创新链。在本文中 ,创新链的节点包括企业、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教育培训机构、中介

机构、基础设施等 ,其中企业是核心 (见图 1) 。

图 1 　创新链中各构成要素创新作用示意图

　　一般来讲 ,虽然企业是核心创新主体 ,但只依靠

企业自身力量解决全部创新问题是不现实的 ,这一

点对于中小企业尤其重要。企业的创新往往需要与

其他主体合作 ,如大学及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金

融机构、风险资本等提供资金支持 ,教育培训机构提

供人才的及时“充电”等。由于创新需要由企业、科

研机构、大学、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

多主体共同合作 ,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

行了以各创新单位形成的创新链为核心的国家创新

体系的建设 ,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水平[6 ] 。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 ,科研机构、中介机

构、教育培训机构的企业化以及政府对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的帮助 (如设立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扶持

资金、出资进行基础性研究、进行信息平台建设等) ,

是通过各主体的合作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实力的有

效途径。

科研机构和大学是创新体系的源头和最主要的

知识创新主体 ,担负着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知识创新

任务。科研和教育机构还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的

主体 ,它们是创新中的重要技术来源。

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引导作用 ,其主要任

务是制定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 ,投资于关系到

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及基础研究 ,以及进行

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如图 1 所示 ,教育培训机构、金融机构及中介机

构基本上归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其中 ,教育培

训机构是知识生产、应用以及传播的重要环节 ,其主

要功能是传播知识 ,提供人才和提高人的素质 ,为技

术创新提供智力保障。中介机构是沟通科研部门和

企业的重要环节 ,它们通过开展与科技创新相关的

业务 (如信息交流、决策咨询、资源配置、技术服务、

科技鉴证以及企业孵化器等) ,在促进政府、各类创

新主体与市场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方面发挥

着关键性作用 ,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化解创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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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提高整体创新功效 ,实现企业与科研、教育机构

的产学研相结合。因此 ,各国都把中介机构建设作

为政府推动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 ,把促进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作为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

3 　我国创新链组成主体的创新现状分析

自 2000 年以来 ,我国国家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均稳定增加且增速加快。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分析

(见表 1) ,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 R &D) 经费

投入 (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 持续保持快速增

长 ,企业处于自主创新投入的主体地位。因此 ,在我

国号召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 ,政府、科研

院所和大学及企业各创新主体正在积极地参与到创

新中来 ,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效也都有了较好的改善。
表 1 　2004 —2006 年我国 R &D 投入情况

主体

年 份

2004 2005 2006

数额 (亿元) 增长 ( %) 数额 (亿元) 增长 ( %) 数额 (亿元) 增长 ( %)

企业 1314. 0 36. 8 1673. 8 27. 4 2134. 5 27. 5

高校 200. 9 23. 8 242. 3 20. 6 276. 8 14. 2

科研院所 431. 7 8. 2 513. 1 18. 9 567. 3 10. 6

总数 1966. 3 27. 7 2450 24. 6 3003. 1 22. 6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 www. stat s. gov. cn/ tjgb/ )相关数据整理。

　　与此同时 ,根据 2004 年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

GDP 三次产业结构及国际比较数据 (见图 2) ,我们

不难发现 ,我国服务业调查中对服务业的分类较粗 ,

只是将第三产业划分为运输邮电仓储业、批零贸易

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及其他服务业。因

而 ,生产性服务业不能很好地被区分 (如中介服务

等) 。根据《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

三版) ,本文将运输邮电仓储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

业归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 ,但该三者的比重之和

也仅占我国全部服务业的 38 % ,而许多发达国家以

通信、物流、批发、专业服务、工农业支撑服务等为主

的生产性服务业已占其全部服务业的 70 % [ 7 ] ;其中

作为发达国家主导服务产业的金融保险服务业在我

国服务业中仅占 8 %的份额。可见 ,在我国的创新

推进过程中 ,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已经成为了创新

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 ,这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技

术创新及转化过程。

图 2 　2004 年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图

注 :纵坐标为我国各类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与许多学者对目前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分析相吻合。唐强荣、徐学

军[2 ] 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虽有一定发展 ,但与我

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相比 ,还存在很多问题 :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滞后 ,效率低下 ,缺乏竞争力 ;生产性服

务业结构不合理 ,传统服务业比例偏大 ,新兴服务业

比例偏小 ,传统服务业饱和 ,竞争过度 ,而新兴专业

服务的机构和业务的规模都比较小 ,业务范围狭窄 ,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有关制度和体制不完善 ,缺乏高

素质资本、管理、技术 ,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

求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 ,一些行业 (如金融、

保险、电信、会展等) 存在政策性进入壁垒和垄断现

象 ;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较低 ,缺乏国际

竞争力 ;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规范化程度低 ,竞争秩

序混乱 ,企业信用度差。

据李洋[8 ]对生产性服务业种子期、成长期和成

熟期三个阶段的划分和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生

产性服务业刚刚步入成长期 ,即外部的生产性服务

市场逐步形成 ,制造业企业的内部活动逐步开始外

部化 ,同时 ,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供应者之间的竞争也

开始表现出来。然而生产性服务业只有发展到成熟

阶段之后 ,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标准化的、定制化的

和创新型的服务 ,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创新链的有

效运行。综上所述 ,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是促进我国创新链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4 　结论及建议

创新是人才、资金、原材料、信息、知识转化成具

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的全过程。创新是创新

链条中各个主体相互协作的结果 ,任何一个环节滞

后 ,都会影响创新的成效。目前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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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最薄弱的一环。一个产业

的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产业规模的扩张和核心竞争

力的形成。因此 ,我们要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

特别是要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 ,促进传统服务

业向现代服务业 (如科技中介等) 的转换 ,从而改善

产业结构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针对我国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本文建议从组织创新、体

制创新及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创新

进程 。

(1)进行体制创新 　在我国 ,进行体制创新是提

高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一是加快

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转换经营体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 ;二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完善个人和企业信

用联合征信系统 ;三是发展各种中介服务 ,并推动中

介服务机构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 ;四是积极参与国

际服务业合作 ,引进先进的服务技术、理念 ,加强与

跨国公司的合作 ,实施“走出去”战略。

(2)实现技术创新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体系 ,实现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技术创新 ,

从而实现技术跨越。其中包括建设服务业技术创新

体系 ,增加科技创新技术投入和创新源头建设 ;充实

和培育人才队伍 ,提高技术创新服务质量 ;用信息化

改造传统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电子化、自动化

进程 ,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 ,不断扩大信息技术在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应用[8 ] 。

(3)实施组织创新 　为应对入世挑战 ,转变我国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方式 ,必然要求生产性服务业

实施组织创新。首先是对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

市场细分 ,找准目标客户市场定位 ,突出重点 ,实施

“专业全球化”战略 ,防止盲目多元化 ,缺乏核心竞争

力。其次是实施品牌战略 ,以创建名牌为抓手 ,做大

做强生产性服务企业和机构。同时 ,需要制定优惠

政策 ,积极吸引世界同行业知名生产性服务业品牌

企业进驻中国 ;以服务品牌为纽带 ,鼓励生产性服务

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 ,整合资源 ,培育具有

竞争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团 ;鼓励有条件的

企业走出国门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 ,培育国

际品牌[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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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nov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s Innovation Chain

Zhou Guohua ,Zhang Hui ,Zhang Yan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 Comparing wit h t he consumer service indust ry ,t 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 ry is a modern indust ry characterized by high intelligence ,

high concent ration ,high growt h ,high radiation and high employment rate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t 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Based

on t he role of t he constituent element s and related areas of t he innovation chain in China , t his paper finds t hat , t 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 r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innovation chain wit h t 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China’s producer service indust ry devel2
ops so slowly t hat it has become one of t he weakest taches in China’s innovation chain. Therefore ,it indicates t hat t he innov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 ry should be enhanced. Finally ,it suggest s t hat China should speed up t 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 ry f rom

t hree aspect s which are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 words : producer service indust ry ; innovation chain ; consumer service indust ry ; servi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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