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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优化浙江产业结构、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战略途径。本文利用

1995 —2007 年浙江省服务业的统计数据 ,从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角度计算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

增长率 ,并进一步剖析了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速度和区际差异 ,特别是从微观企业层

面对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供求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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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惯例 ,这里把第三产业等同于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p roducer services) 是根据经济

学中生产与消费的分析框架对服务业所做的一种分

类 ,其与消费性服务业 (consumer services) 相对应。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三次产业的实物生产和服务生

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投入的部门。尽管农业、制造

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生产性服务 ,但在工业化

阶段 ,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制造业[1 ] 。

生产性服务贯穿于一项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提供过

程的诸多环节 ,其范围包括金融、保险、法律、会计、

研究开发、管理咨询、通讯、现代物流等。在现代经

济发展中 ,科学技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而科学技术

一般是通过生产性服务投入来实现的。生产性服务

作为产品或其他服务的中间投入 ,有助于提高生产

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 ,是形成生

产者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来源 ,知识密集型的高

端生产性服务更是提高商品或服务竞争力的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和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 ,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崛起 ,特

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

产业 ,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2 ] 。现如今 ,生产性服务

业已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其在世界

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浙江省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处于成长阶段 :从 2004 年以后

的数据来看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占绝对

优势 ,其增加值超过消费性服务业的增加值 ,且生产

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呈持续

上升态势。浙江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 ,工业经济尤

其是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是今后浙江经济发展的重

头戏 ,然而 ,工业化不单单是搞工业建设 ,现代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工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影

响制造业竞争力的众多因素中 ,生产性服务业越来

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随着计算机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 ,制造业对知识

密集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高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向制造业前期的研发、中期

的设计和融资以及后期的分销和信息反馈过程渗

透。因此 ,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优化浙江

产业结构、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战略途径。

本文主要利用 1995 —2007 年浙江省服务业的统

计数据 ,从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角度计算了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实际增长率 ,并进一步剖析了浙江

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行业结构、行业发展速度和区际

差异 ,特别是从微观的企业层面对浙江生产性服务业

的供求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浙江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升级提供依据。

1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和趋势分析
　　1)总量不断增长 ,比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的 GDP 与服务业增加值①

均迅速增长。1978 —2007 年浙江省 GDP、服务业增

加值及其在 GDP 中的比重见图 1。按照 2005 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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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格计算 ,浙江的 GDP 由 1978 年的 476111 亿元

上升到 2007 年的 17556124 亿元 ,增长了 35187 倍 ,

年均增长率为 13125 % ;服务业增加值由 1978 年的

164102 亿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7149130 亿元 ,增长

了 43159 倍 ,年均增长率为 13190 %。可见 ,浙江服

务业的增长速度快于 GDP 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增

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到了 2007 年 ,浙江

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达到 40172 %。

图 1 　1978 —2007 年浙江省 GDP(亿元) 、服务业

增加值(亿元)及其在 GDP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 :2008 年《浙江统计年鉴》。

图 2 显示了 1978 —2007 年浙江省服务业从业

人员状况。就服务业从业人员来看 :浙江全部从业

人员由 1985 年的 2318156 万人增长到 2007 年的

3405101 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1176 % ;服务业从业人

员由 1985 年的 3101 09 万人增长到了 2007 年的

1128185 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6105 % ;服务业从业人

员增速远远高于全部从业人员增速 ,服务业从业人

员在全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持续增长 ,从 1985 年的

13137 %增长到了 2007 年的 33115 %。因此 ,不论

从增加值还是从从业人员来看 ,浙江服务业均得到

了长足发展。

图 2 　1978 —2007 年浙江省服务业从业人员 (万人)状况
资料来源 :2008 年《浙江统计年鉴》。

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

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角度分析 (见图 3) , 1995 —

2007 年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持续增长 ,从 1995

年的 355144 亿元增长到 2003 年的 1126128 亿元 ,

年均增长率为 16101 %。由于消费性服务业同步增

长 ,因此 2003 年之前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

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不大 , 1995 年为 3018 % ,

2003 年为 3010 % ,基本保持稳定。2004 年 ,由于统

计分类发生变化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

业增加值的比重跃升到 5810 % ,2005 —2007 年分别

为 5718 %、5818 %和 5913 %。从 2004 年以后的数

据来看 ,在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占绝对优

势 ,其增加值超过消费性服务业增加值 ,且生产性服

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呈持续上升态势。由于 2003

年之前的统计分类较粗 ,很多行业兼有生产性服务

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特征 ,因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受到影响 ,而 2004 年以后的服务业分类比以前更加

细致 ,所以 2004 年以后浙江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更能

准确地反映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际。

图 3 　1995 —2007 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及其占服务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的《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再从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角度进行分

析 (见图 4) 。从 2003 年开始 ,从业人员按照新的行

业分类标准而被统计 ,因此本文按两个时间段分别

对其进行分析。2003 年之前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从

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特征 :1998 年以前 ,该比重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

一直保持在 20 %以上 ;1999 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

比 1998 年下降了 514 个百分点 ,经过分析发现下降

的原因是因为 1999 年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从业人

员数量下降较大 ,比 1998 年减少了 18145 万人 ,下

降超过 16 个百分点 ; 1999 —2002 年浙江生产性服

务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基本保持平

稳 ;2003 年以后 ,由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浙江生产

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跃升至

6117 % , 2004 年和 2005 年持续增长 , 2006 年比

2005 年下降了 019 个百分点 ,2007 年同比上升 2 个

百分点。总体来看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所

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亦呈持续上升之势。

　　综上所述 ,不论从服务业增加值还是从服务业

从业人员来看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量均保持持

续快速增长 ,在服务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且比重不断

上升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发展

势头较好。

2)内部结构不均衡 ,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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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5 —2007 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

从业人员(万人)状况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差距较大 ,

发展不均衡。本文分别利用 2003 年和 2007 年的统

计数据来分析统计体系变化前后浙江生产性服务业

的内部结构状况。图 5 显示了 2003 年浙江生产性

服务业的结构。从图 5 可知 : 2003 年 ,浙江的交通

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讯业的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性

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60 % ,金融保险业增加值

的比重也达到 3518 % ,而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和科

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占比分别为 310 %和

111 % ,浙江各生产性服务行业之间的规模差距很

大。图 6 显示了 2007 年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

从图 6 可知 :2007 年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比最

大的是批发零售业 ,达到 3718 % ,其次是金融业 ,为

2418 % ,其后依次是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
(1613 %) , 信 息 传 输、计 算 机 服 务 和 软 件 业
(1012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1 %) ,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18 %) 。可见 ,2007 年浙江

各个生产性服务行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

图 5 　2003 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增加值)

资料来源 :根据 2004 年《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图 6 2007 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增加值)

资料来源 :根据 2008 年《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为了进一步研究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特

征 ,我们把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两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指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它对提升下游产业的竞争力具

有重要作用。结合相关文献和统计数据 ,我们对浙

江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如下划分 : 2003 年以前 ,将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划归为现

代服务业 ,其余行业划归为传统服务业 ; 2003 年以

后 ,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这 4 个行业划归为现代服务业 ,其余行业划归为传

统服务业。图 7 显示了 1995 —2007 年浙江现代服

务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

由图 7 可看出 ,不论是增加值比重还是从业人员比

重 ,浙江现代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均较

低 ;相应地 ,传统服务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绝对优

势。

3)各行业发展速度差异较大 ,内部结构趋于优

化。

从发展动态来看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

业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 (见表 1) 。1995 —2003

年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为 16101 % ,其

中增长速度超过平均增速的行业有科学研究和综合

技术服务业 (22160 %)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和邮电通

讯业 (16164 %) ;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增速的是地质勘

探水利管理业 (15118 %) 、金融保险业 (14165 %) ;最

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的差距达 8 个百分点 ;

1995 —2003 年浙江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增长

速度为 15112 % ,略低于该省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

16161 %的增速。

图 7 　1995 —2007 年浙江省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

和从业人员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浙江统计年鉴》计算。

　　2004 —2007 年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增长

速度为 19143 % ,其中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速的行

业有金融业 (28197 %)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 (22139 %) ;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增速的行业有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 (18148 %) ,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9115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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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4 %) ,批发零售业 (14197 %) ;最高增速与最低

增速之间相差 14 个百分点 ;2004 —2007 年 ,浙江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达到 24106 % ,远远高

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 15198 %的增长速度。因

此 ,从 2004 —2007 年的发展趋势来看 ,浙江生产性

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正趋于优化。

表 1 　1995 —2007 年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中各行业的增长速度 %

1995 —2003 年 2004 —2007 年

行业 增长速度 行业 增长速度

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电通讯业

金融保险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151 18

161 64

141 65

221 60

161 01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批发零售业

生产性服务业

181 48

191 15

281 97

171 54

221 39

141 97

191 43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年份《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4)地区水平参差不齐 ,马太效应明显。

由于浙江省有些地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缺

乏 ,以下仅对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

进行区际比较。从区域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来看 (见

图 8) ,2007 年按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由高到低排序依

次为杭州 (27967 元) 、宁波 (24526 元) 、舟山 (19115

元) 、嘉兴 (15988 元) 、绍兴 (15346 元) 、金华 (12937

元) 、湖州 (12090 元) 、温州 (12038 元) 、台州 (11960

元) 、丽水 (7149 元) 和衢州 (6939 元) 。浙江服务业

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杭州、宁波遥遥领先 ,舟山、嘉兴、

绍兴、金华、台州、温州、湖州居中 ,衢州、丽水远远落

后的格局 ,省内各地市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最高值是

最低值的 4 倍 ,区域之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

如果把杭州、宁波作为第一梯队 ,把衢州、丽水

作为第三梯队 ,把其余地级市作为第二梯队 ,则通过

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分析可发现 ,各梯

队之间的差距呈逐渐扩大之势 (见表 2) : 2003 —

2007 年 ,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之间的差距分别为

6177124 元、7161131 元、8910193 元、10770194 元和

13043124 元 ;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之间的差距分别

为 3508134 元、4190171 元、4683108 元、5417126 元

和 6307118 元。各梯队之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

马太效应十分明显。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对浙江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和趋势的基本判断 :浙江服务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快速发展 ,内部结构正趋于优化 ,

但传统服务业仍占有绝对优势。地区之间的服务业

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且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

图 8 　2007 年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元)

资料来源 :根据 2008 年《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表 2 　2003 —2007 年浙江省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区际差异演变趋势 元

梯队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第一梯队 (1) 13065199 15338156 186751 51 22038170 26395184

第二梯队 (2) 68881 75 81771 25 9764158 11267176 13352160

第三梯队 (3) 33801 41 39861 54 5081150 5850150 70451 42

(1) - (2) 61771 24 71611 31 8910193 10770194 13043124

(2) - (3) 35081 34 41901 71 4683108 5417126 63071 18

　　资料来源 :根据 2004 —2008 年《浙江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2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供求状况
———基于企业层面的调查
　　上述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反映了浙

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结果发现 ,不论是从增

加值比重还是从从业人员比重来看 ,浙江现代服务

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均较低 ,而传统生产性

服务业则占有绝对优势。笔者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

种产业结构 ,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 ,也有供给方面的

影响。为了从微观层面进一步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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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市场供求状况、需求特点和原因 ,我们设计了调

查问卷 ,于 2008 年 4 月至 5 月对浙江各类企业的中

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

卷 31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95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3016 %。在所调查的 95 家企业中 : 制造企业占

7216 % ;服务企业占 1819 % ;其他行业 (包括农业、

采矿业等 4 个行业) 企业仅占 815 %。从企业员工

数量来看 :员工数在 500 人以下的企业占 7216 % ,

500 人以上的占 2714 %。从企业销售额来看 :销售

额在 3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 2810 % ; 销售额在

3000 万元～1 亿元的占 2417 % ;销售额在 1 亿元以

上的占 4713 %。被调查的企业主要为中型和小型

企业。通过变量间的关联分析发现 ,所调查的制造

企业不论员工人数还是销售额 ,其规模均大于服务

企业。

211 　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种类

有关“企业近一年来曾经外购的生产性服务种

类”的调查结果 (见表 3) 表明 :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

需求主要集中于运输、保险、广告、法律、金融等服

务 ,而对会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

的外购很少。进一步对“企业近一年来外购相对较

多的服务”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企业选择较多的服

务依次是运输 ( 5617 %) 、广告 ( 2414 %) 、保险
(2313 %) 、金融 (2212 %) ,其他服务选择的比例均未

达到 20 %。

与之相对照的另一个问题“企业内部自行完成

的服务类型”的调查结果 (见表 4) 显示 :目前由企业

内部完成、没有或很少从外部购买的服务主要有会

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研发和人力资源服务 ,它们

分别占被访企业的 6511 %、6410 %、5710 %、5417 %

和 5213 %。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上面的调查结

果。

表 3 　企业近一年来曾经外购的生产性服务

服务种类 选择次数 占被访企业比例 ( %)

运输 60 6512

保险 45 4819

广告 35 3810

法律 35 3810

金融 30 3216

工程服务 27 2913

咨询 27 2913

研发 19 2017

会计 17 1815

人力资源 17 1815

外贸服务 17 1815

仓储 16 1714

市场营销 12 1310

售后服务 12 1310

表 4 　企业内部自行完成的主要服务

服务种类 选择次数 占被访企业比例 ( %)

会计 56 6511

市场营销 55 6410

售后服务 49 5710

研发 47 5417

人力资源 45 5213

仓储 31 3610

外贸服务 25 2911

工程服务 11 1218

法律 10 1116

运输 9 1015

金融 7 81 1

广告 5 51 8

保险 5 51 8

咨询 3 31 5

212 　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支出水平

从企业外购服务支出占企业总支出的比重来看
(见表 5) :外购服务的支出比重在 10 %以下的企业

占 4211 % ,在 10 %～30 %的企业占 4717 % ,在 30 %

以上的企业仅占 1012 %。可见 ,累计 8918 %的企业

的外购生产性服务支出比重在 30 %以下 ,企业外购

生产性服务还处在较低水平 ,许多服务是由企业内

部自行完成和提供的。

表 5 　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支出水平

比重 选择次数 占被访企业的比例 ( %)

10 %以下 37 4211

10 %～30 % 42 4717

30 %以上 9 1012

　　注 :有 7 家企业未回答。

分企业类型来看 ,制造业企业的外购生产性服

务支出水平与服务业企业存在明显差异 (见表 6) :

在制造企业中 ,外购服务支出比重在 10 %以下的企

业占 3911 % ,在 10 %～30 %的企业占 5116 % ,在

30 %以上的企业占 913 % ;而在服务企业中 ,外购服

务支出比重在 10 %以下的企业占 5613 % ,在 10 %

～30 %的企业占 3715 % ,在 30 %以上的企业占

612 %。可见 ,服务业企业的外购服务支出水平较制

造业企业明显低一些 ,目前制造业企业是外部生产

性服务的主要购买者。

表 6 　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外购生产性服务

支出水平比较

外购服务

支出比重

制造企业 服务企业

选择次数 占比 ( %) 选择次数 占比 ( %)

10 %以下 25 3911 9 561 3

10 %～30 % 33 5116 6 371 5

30 %以上 6 913 1 612

合计 64 100 16 100

　　注 :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中分别有 5 家和 2 家企业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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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企业外购及不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原因

从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原因的调查结果 (见

表 7)可知 :绝大多数企业是因不能自制某些服务而

选择外购的 ,而认为外部服务比自制服务更有优势、

通过外购服务可降低企业风险和提升竞争力的企业

相对较少 ,这说明外部生产性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

有待提高。

表 7 　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原因

原因 选择次数
占被访企业比例

( %)

企业自身无法提供这些服务 47 5218

外部机构提供的服务更有效率 39 4318

外购服务可分散企业的风险 31 3418

外购服务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 29 3216

　　从企业不外购某些服务的原因的调查结果 (见

表 8) 可知 :企业之所以选择不外购某些服务 ,多数

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这反映出外部服务机构的

专业化和服务规范化程度不高 ;其次 ,企业生产的专

业化分工程度还较低 ,多数企业没能从培育核心竞

争力的角度将价值链中的一些支持性活动外包出

去 ,仍把自制某些服务作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第三 ,

外部服务机构在服务质量和履约及时性方面的欠缺

也是制约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重要原因。

表 8 　企业不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原因

原因 选择次数
占被访企业比例

( %)

防止本企业的商业机密泄漏 47 5218

保留重要的利润来源 39 4318

外部服务机构履约不及时 31 3418

外部服务质次价高 29 3216

214 　企业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评价

笔者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 ,请被访者分别对外

部生产性服务的特性进行评价 ,主要从外部服务的

供应状况、企业与服务供应商的关系和外部服务质

量三个方面来进行。结果 (见表 9) 表明 ,生产性服

务供应状况的综合评分为 2189 ,处于中等水平 ,这

说明目前浙江外部生产性服务体系尚不完善 ,产前、

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供应不充分 ,特别是知识密集型

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还很不发达 ,不能对企业发展

中的创新需求形成系统、有效的支撑 ;企业与服务供

应商关系的综合评分为 3183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

这说明企业与外部服务供应商的关系尚好 ,由于服

务产品具有区别于有形产品的特殊性 ,服务供求双

方致力于培养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外部服务质量

的综合评分为 2195 ,处于中等水平 ,这说明目前外

部服务质量差强人意 ,服务机构尚需从多方面着手

提升其服务产品质量。

表 9 　企业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评价

项 目 陈 述 评分 平均分

服务供应状况

企业与服务

供应商的关系

外部服务质量

①只要需要 ,总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相应的服务。 3163

②从空间距离上说 ,可较为方便地购买到相关服务。 3138

③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供应不充分。 2114

④有时急需某项服务 ,却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 2142

⑤下次需要某项服务时 ,还会选择原来的供应商。 3179

⑥与一些服务供应商有长期的合作。 3186

⑦如果企业自身能做到 ,就不会选择从市场上购买服务。 2113

⑧从外部购买服务的质量很难保证。 3131

⑨外部服务比自己提供服务的成本要低一些。 2168

⑩使用外部服务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3168

2189

3183

2195

215 　未来最需大力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
本研究最后对“未来一段时间最需大力发展的

生产性服务”进行了调查 ,结果 (见表 10) 表明 :

3818 %的企业选择了研发服务 ,比例最高 ,说明目前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存在许多欠缺和不足 ,而研
发产业是一种“创新型生产服务业”[3 ] ,其发展水平
对整个工业创新链条的效率、整体产业的创新投入
与产业效率有重要的影响 ,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大
力培育和发展研发产业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3215 %

的企业选择了人力资源服务 ,3010 %的企业选择了

咨询服务 , 2613 %的企业选择了市场营销 ,另有
2510 %的企业选择了运输服务 ,这说明浙江企业的

发展迫切需要研发、人力资源、咨询、营销、现代物流

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支撑 ,需要投入高端生产性

服务以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表 10 　企业认为需要大力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种类 选择次数 占被访企业比例 ( %)

研发 31 3818

人力资源 26 3215

咨询 24 3010

市场营销 21 2613

运输 20 2510

法律 17 2113

外贸服务 13 1613

　　注 :此处仅列出了选择比例较高的生产性服务种类。

97

　　　　　　　　　　　　　　　　　　　　　　　　　郑长娟等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趋势和供求状况分析



216 　调查的基本结论

1)在浙江 ,生产性服务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其服

务对象主要是制造业企业。调查显示 ,企业不论出

于什么原因 ,总是要外购一定的生产性服务。这是

由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大趋势所决定的 :任何企

业都没有能力完成其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都需

要与其他企业分工合作。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性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对于需要外购生产性服务的企业就

至关重要 ,生产性服务已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

生产的各个环节。调查还显示 ,制造业企业是生产

性服务的主要购买者 ,这与浙江是制造业大省的事

实完全吻合 ,因此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对浙江

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2)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不足。调查显示 ,绝

大多数企业的外购生产性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在 30 %以下 ,同时很多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原因

仅仅是“自己没有能力提供”。换言之 ,如果企业能

够自己生产 ,就可能不从市场上购买生产性服务。

这说明 ,受传统经营观念的影响 ,很多企业还习惯于

自给自足、“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 ,专业化分

工和市场合作意识较为淡薄 ,这无形中制约了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

3)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主要局限于传统服务

业。从调查结果来看 ,运输、保险、金融等传统生产

性服务仍然是市场需求的主流 ,而对研发、仓储、人

力资源、咨询等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生产性服务需求

较少。这说明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较

低级的阶段 ,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生产性服务才是

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因此 ,在注重数量扩张

的同时 ,着力优化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应是未

来工作的重点。

4)生产性服务的市场秩序亟待加强和规范。从

企业不外购生产性服务的原因及对现有生产性服务

的评价来看 ,企业对外购生产性服务还存在较多的

顾虑 ,如担心泄漏商业机密、认为服务企业履约不及

时、提供的服务质量难以保证等。这说明 ,浙江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 ,需要进

行必要的市场规制 ,并营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

境。在竞争尚不充分的情况下 ,为相关企业提供必

要的生产性服务信息平台或许是很重要的。同时 ,

从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供应的评价来看 ,浙江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还需要大力加强 ,以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

5)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从调

查结果来看 ,企业认为未来需要大力发展的生产性

服务业主要是研发、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市场营销

等新兴服务业 ,这与企业现阶段实际购买的生产性

服务明显不同。这说明 ,很多企业对知识密集型的

现代生产性服务是有潜在需求的 ,但限于市场供给

不足 ,企业的这种需求还没有很好地被满足。因此 ,

浙江在促进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同时 ,要更加

重视发展新兴服务业。

3 　结束语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时期 ,但仍

以传统服务业为主 ,许多高端生产性服务领域处于

劣势地位。究其原因 ,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 ,也有供

给方面的影响。在需求方面 :浙江制造业以民营中

小企业为主体 ,生产低端产品的传统制造企业居多 ,

产品技术含量偏低 ,因此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

需求主要集中于一些基本的服务环节 ,如运输、法

律、融资等 ;生产性服务业还没能真正深入传统的生

产制造之中 ,它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还没有

充分体现出来。在供给方面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

要较为苛刻的条件 ,如高层次人才、较强的企业创新

能力、高水平的管理能力、规范的服务市场环境等 ,

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 ,就会抑制现代服务业的产生

和发展。近年来 ,浙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服务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以信

息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中介作用方面已走在了

全国前列 ,如阿里巴巴网的成功运作、现代技术市场

网和绍兴纺织业网络化制造 ASP ( active server

page)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都是很好的印证。在未

来发展中 ,浙江应针对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具

体原因 ,采取适当的组织、制度安排和创新性措施 ,

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从而为浙江制造业

的集聚和升级建立完善的生产性服务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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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很重要因素[7 - 8 ] ,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天津市服

务业的市场化、社会化进程 ,通过放松市场管制、增

加政府投入和适当干预、加速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

等手段 ,释放服务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提高行业的竞

争水平 ,促进天津市服务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提高。

第三 ,要加快信息化建设 ,加大 ICT 投资 ,通过

多种措施提高服务业的信息化水平 ,加快信息技术

的普及和应用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现代服

务业 ,从而提高天津市服务业的技术水平。

第四 ,市场结构优化和开放程度提高对服务业

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9 ] ,因此天津市应进一步按照

W TO 的要求提高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并加快步伐 ,

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 ,促使市场结构不断优化 ,增进

行业间的相互交流 ,激发行业创新热情 ,从而提高服

务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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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n Contribution Rat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ianjin

Ma Huzhao ,L uan Ming
( Tianjin Institute for Sciences of Science , Tianjin 300011)

Abstract : Using t he time series during 197822006 data about service indust ry in Tianjin ,t his paper estimates t he capital deposit of service in2
dust ry in Tianjin1 On t he basis of t he above analysis ,it analyzes t he C2D production function by GL S ,and measures t he cont ribution rate of tech2
nological advance of service indust ry in Tianjin1 It draws t he conclusions t hat t he cont ribution rat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of service indust ry in

Tianjin is still rat her low ,and service indust ry in Tianjin is driven by capital1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t he

healt h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 ry and increasing t he cont ribution rat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Key words : service indust ry ;t he cont ribution rat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met hod ;C2D production function ;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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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r Servi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Development Level , Tendency

and Supply2Demand Situation

Zheng Changjuan ,Xie Ziyuan ,Li Xiaogang
(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China)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optimize indust rial st ructure and promote t he const ruction of advanced

manufact uring base in Zhejiang1 Using t he statistics data during 199522007 ,t his paper calculates t 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t he growt h rat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Zhejiang f rom t he perspectives of employees and added value ,and furt her analyzes indust ry st ructure ,development speed and

inter2dist rict differe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Zhejiang province1 Specially ,in t he view of t he enterprises ,it empirically st udies t he supply2de2
mand situ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which aims to provide t he basis for promoting t 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Zhejiang.

Key words :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level ;st ructural feature ; supply2demand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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