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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趋势和供求状况分析
 

郑长娟,谢子远,李肖钢 

(浙江万里学院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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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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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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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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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可比价格计算,浙江的 GDP 由 1978 年的 476. 11 亿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17556. 24 亿元,增长了 35. 87 倍,年

均增长率为 13. 25%;服务业增加值由 1978 年的 164. 02 亿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7149. 30 亿元,增长了 43. 59 倍,年均增长率为

13.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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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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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 56

万人增长到 2007年的 3405. 0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1. 76%;服务业从业人员由 1985年的 310. 09万人增长到了 2007年的 1128. 

85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6.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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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7%增长到了 2007 年的 33.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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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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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44 亿元增长到 2003 年的 1126. 28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6.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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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8%,2003年为 3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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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0%,2005— 2007年分别为 57. 8%、

58. 8%和 5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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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按照惯例,这里把第三产业等同于服务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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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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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45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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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7%,2004年和 2005年持续增长,2006年比 2005年下降了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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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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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结构不均衡,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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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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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和 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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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8%,其次是

金融业,为 24. 8%,其后依次是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16. 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0. 2%),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7. 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3. 8%)。可见,2007年浙江各个生产性服务行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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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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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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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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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60%)、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和邮电通讯

业(16. 64%);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增速的是地质勘探水利管理业(15. 18%)、金融保险业(14.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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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2%,略低于该省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 16. 61%的

增速。  

 

2004— 2007年,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9. 43%,其中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速的行业有金融业(28. 97%),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2.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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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48%),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9. 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7. 54%),批发零售业(1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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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6%,远远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 15.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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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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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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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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7. 24

元、7161. 31 元、8910. 93 元、10770. 94 元和 13043. 24 元;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之间的差距分别为 3508. 34 元、4190. 71

元、4683. 08元、5417. 26元和 630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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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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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6%。在所调查的 95家企业中:制造企业占 72. 6%;服务企业占 18. 9%;其他行业(包

括农业、采矿业等 4个行业)企业仅占 8. 5%。从企业员工数量来看:员工数在 500人以下的企业占 72. 6%,500人以上的占 27. 4%。

从企业销售额来看:销售额在 30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 28. 0%;销售额在 3000 万元～ 1 亿元的占 24. 7%;销售额在 1 亿元以上的

占 4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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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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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7%)、广告(24. 4%)、保险(23. 3%)、金融(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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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64. 0%、57. 0%、54. 

7%和 52. 3%。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上面的调查结果。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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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在 10%～ 30%的企

业占 47. 7%,在 30%以上的企业仅占 10. 2%。可见,累计 8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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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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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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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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在 10%～ 30%的企业占 51. 6%,在 30%以上的企业占 9. 3%;而在服务企业中,外购服务支出比重

在 10%以下的企业占 56. 3%,在 10%～ 30%的企业占 37. 5%,在 30%以上的企业占 6. 2%。可见,服务业企业的外购服务支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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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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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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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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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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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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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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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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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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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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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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5%的企业选择了人力资源服务,30. 0%的企业选择了咨询服务,26. 3%的企业选择了市场营销,另有 2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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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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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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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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p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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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