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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互动视角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研究

冯海华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随着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愈发明显。为此，基于产业互动视角下研究生产者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研究表明，发

展生产者服务业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呈现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化和制造业服务外包能够更好地带动各

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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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

有活力的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促使各国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１］。因此，促

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便成为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和内容。无论是中央政

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社会地位与功能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充分认识生产者服务

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将“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利用产业之间

的关联性和影响力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认为，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而

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若要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必须了解生产

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将从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视角构建

数理模型，探讨两者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二、文献回顾

生产者服务业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布朗宁）和 Ｓｉｎｇｅｌｍａｎ（辛格曼）于 １９７５ 年对服务业进
行功能性分类时提出的。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

集性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２］。然而，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定义生产者服务业也

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他们都是从要素密集程度和投入产出关系这两个方面来界定生产者服务业

的。现在学术界一般把生产者服务解释为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通过市场向生产者而不是向最终

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和劳务，即为其他产品或服务提供中间产品或中间功能服务［３］。从生产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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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其对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和效率

提高的助推器，是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和加速器［４ ６］。对于生产者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相

互影响关系，学者们认为两者在总体上表现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联动性关系。程大中

认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它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经济发

展的一个核心领域。他强调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黏合剂”的功能。正因为这一功能使服务业

成为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６ ７］。

高传胜和刘志彪阐述了生产者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作用，认为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可以降低区域

交易成本、深化与泛化专业化分工、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增强地区创新能力等［８］。总的来说，关于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

论”四种观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细分研究领域的同时还不断将新兴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融入

研究中，努力从全新的角度来寻求新的突破。Ｋｒｕｇｍａｎ（克鲁格曼）和 Ｍａｒｒｅｗｉｊｋ（马蕾威杰克）以专业
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为视角，通过分析产业间的比较优势来论述生产者服务业在国际间的贸易［９ １０］。

程大中采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

的相互影响与推动作用［７］。当然，更多的学者则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实证检验区域生产者服务业与

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关系，并提出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但他们对两者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系

统的理论分析。为此，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中 ＤＳ 模型构建关于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模
型，分别从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均衡三个角度来论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

系，并提出推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与相关命题

本文参考著名空间经济学家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的相关模型［１１］，并依托该模型构建一个关于

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的数理模型。具体来讲，本文首先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探

讨消费者选择，然后分析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并论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的互

动发展关系。

（一）基本假设

假设 １：经济社会中存在三部门，即传统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其中服务
业可划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且对于同一类消费需求来说，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

业是可以内部相互替代的。

假设 ２：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可以生产功能效用相似或相近的可替代产品，两部门之间是完全
竞争且规模收益不变的；而服务业部门则是垄断竞争的，因为服务业具有即时性和异质性，即服务业

受服务时间、地点及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很大［１２］。

假设 ３：存在两种基本生产要素和一种派生出的生产要素。两种基本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
派生出的生产要素是作为中间要素投入制造业部门进行再生产的生产者服务业产品。

假设 ４：所有经济体（包括消费者和生产部门）均服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即都是以效用或经
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假设 ５：所有消费者可对农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这三类消费品进行自由选择，且
其消费遵循“恩格尔定律”①。也就是说，消费者必须优先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后才去消费制造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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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尔定律是由 １９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一个关于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
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

则会下降。



和消费性服务产品，这样才算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假设消费者将所有的收入用于够买

食品（农产品）直至达到足够的数量Ｇ；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多于购买这一数量食品，消费者可以用剩余
的收入来购买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

假设 ６：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即存在同样的效用函数，且满足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二）消费者行为

根据以上假设可知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用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即：

Ｕ ＝ Ｓαｓ Ｍ
１ － α，０ ＜ α ＜ １ （１）

其中，Ｍ是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量；Ｓｓ 是消费性服务产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α是常数，表示制造业
产品的支出份额。本文假定无论是生产者服务业 Ｓｍ 还是消费性服务业 Ｓｓ 均符合不变替代弹性函
数。具体形式表示如下：

Ｓｓ ＝ ∫
ｎ

０
（Ｓｓｉ）ρ[ ]ｄｉ １ ／ ρ，０ ＜ ρ ＜ １ （２）

其中，ｎ表示消费性服务产品种类的数目；Ｓｓｉ为消费者对第 ｉ种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消费量；参数 ρ
表示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产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当 ρ 越接近于 １ 时，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强度就
越弱；当 ρ越接近于 ０ 时，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强度就越强。ρ与 ＣＥＳ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者替代弹性
δ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δ ＝ １ ／（１ － ρ） （３）
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必须先考虑其购买消费性服务产品集合 Ｓｓ 时支出最小化问

题，即：

ｍｉｎ∫
ｎ

０
ＰＳｓｉＳｓｉｄｉ，ｓ． ｔ． Ｓｓ ＝ ∫

ｎ

０
Ｓρｓｉ[ ]ｄｉ １ ／ ρ （４）

我们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对某消费性服务产品需求量 Ｓｓｉ进行求导，并将其代入成本最小化
问题的约束式中，从而求得消费者某一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Ｓｓｉ ＝
（Ｐｓｓｉ）

１ ／（ρ－１）

∫
ｎ

０
（Ｐｓｓｉ）ρ

／（ρ－１）[ ]ｄｉ １ ／ ρ
Ｓｓ （５）

求得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总支出为：

∫
ｎ

０
ＰｓｓｉＳｓｉｄｉ ＝ ∫

ｎ

０
（Ｐｓｓｉ）ρ

／（ρ－１）[ ]ｄｉ （ρ－１）／ ρＳｓ （６）

从上式可以看出，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支出，就相当于购买了 Ｓｓ 单位的消费性服务产品
组合，而购买价格为等式右边的前一项，因此该项可视为消费性服务产品组合的价格指数。消费性服

务产品价格指数 Ｐｓｓ 用下式表示：

Ｐｓｓ ＝ ∫
ｎ

０
（Ｐｓｓｉ）ρ

／（ρ－１）[ ]ｄｉ （ρ－１）／ ρ （７）

现给定收入 Ｙ 和一组价格，即 ＰＡ、ＰＭ 分别为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的价格，ＰＳｓｉ是第 ｉ 种消费性服
务产品的价格，那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ｐＡＡ ＋ ｐＭＭ ＋ ∫
ｎ

０
ｐＳｓｉＳｓｉｄｉ ＝ Ｙ （８）

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假定某一消费者的收入为 Ｙ且 Ｙ≤Ｇ，那么该消费者就会把收入全部用
于购买农产品。农产品、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消费，即 Ａ、Ｍ和 Ｓｓｉ可以分别表示为：

Ａ ＝ Ｙ，Ｍ ＝ ０，Ｓｓｉ ＝ ０，ｉ ＝ １，２，…，ｎ （９）
在此种情形下讨论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本文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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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Ｇ时的情形，此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Ａ ＝ Ｇ，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转化为：

ｍａｘＵ（Ｍ，Ｓｓ），ｓ． ｔ． Ｙ － Ｇ≥ ｐ
ＭＭ ＋ ∫

ｎ

０
ｐＳｓｉＳｓｉｄｉ （１０）

据此可以推导出消费者对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非补偿型消费需求的函数，即：

Ｍ ＝（１ － α）（Ｙ － Ｇ）／ ｐＭ （１１）

Ｓｓｉ ＝
（ｐｓｓｉ）

－θ

∑
ｎ

ｉ ＝ １
（ｐｓｉ）

１－θ
α（Ｙ － Ｇ），ｉ ＝ １，２，…，ｎ，θ ＝ （１ － α）－１ （１２）

命题 １：上述结果论证了消费者效用函数接近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即如果消费者的收入超过Ｇ，
他们就会以 α和（１ － α）的比重分别将剩余的收入部分用于购买消费性服务产品和工业制造品来实
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三）生产者行为

根据前文的假设，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收益不变，农产品生产需投入两种要素，即土地

ＨＡ 和劳动力 ＬＡ，且其生产函数为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即：

Ａ ＝ ＴＬγＡＨ
１ － γ
Ａ ，０ ＜ γ ＜ １ （１３）

这里，Ｔ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的生产要素为劳动力 ＬＭ 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品 ＳＭ。
为了方便计算，假定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固定投入比例，那么工业制造品的生产函数可表

示为：

Ｍ ＝ Ｒｍｉｎ｛ＬＭ，ＳＭ ／ ｂ｝，ｂ ＞ ０ （１４）
其中，Ｒ为工业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ｂ为生产者服务业产品和劳动力投入的比率。
与此同时，我们将考虑各部门的生产成本问题。假定劳动力的工资为 ｗ，土地租金为 ｖ，生产者服

务业产品总体的价格指数用 Ｐｓｍ 来表示，那么农业生产成本函数可如下表示：
ＣＡ（ｗ，ｖ，Ａ）＝ ＫＡｗγｖ

１ － γＡ，ＫＡ ＝ γ
－ γ（１ － γ）－（１ － γ）／ Ａ （１５）

对于工业制造业来讲，其生产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ＣＭ（ｗ，Ｐ
ｓ
ｍ，Ｍ）＝（１ ／ Ｒ）（ｗ ＋ ｂＰ

ｓ
ｍ）Ｍ （１６）

生产者服务业产品总体的价格指数 Ｐｓｍ 则表示为：

Ｐｓｍ ＝ ∫
ｎ

０
（Ｐｓｍｉ）ρ

／（ρ－１）[ ]ｄｉ （ρ－１）／ ρ （１７）

如果制造业部门要生产 Ｍ单位的产品，就应该需要 ｕＭ ／ Ｒ 单位的生产者服务业产品，且对于某
一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函数可由下式表示：

ＳＭｉ ＝ ｂ
Ｍ
Ｒ

Ｐｓ－θｍｉ

∑
ｎ

ｉ ＝ １
（Ｐｓｍｉ）

－[ ]ρθ １ ／ ρ
（１８）

每种服务产品由唯一的生产者提供并满足 ＣＥＳ 函数。我们假定服务业产出的唯一要素投入是
劳动力，且使用一个劳动力存在着一个固定成本 Ｆ，而每生产一单位的服务产品需要 φ 单位的劳动
力，且生产者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之间存在近似的替代性。为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设定 Ｐｓｍｉ ＝ Ｐ

ｓ
ｓｉ。

对于所有服务企业来说，每生产一单位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均为 φｗ，但由于服务业是垄断竞争的，其
价格并不等于边际成本。

现假定总收入为 Ｙ，根据（１２）式和（１８）式可知消费者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总需求量为：

ＳＡＤｉ ＝ Ｓ
ｓ
ｓｉ ＋ Ｓ

ｓ
ｍｉ ＝

（１ － α）（Ｙ － ＧＬ０）

∑
ｎ

ｉ ＝ １
（Ｐｓｍｉ）

１－θ

＋ （ｂ ／ Ｒ）Ｍ

∑
ｎ

ｉ ＝ １
（Ｐｓｍｉ）

－[ ]ρθ １ ／{ }ρ Ｐｓ－θｍｉ （１９）

·５０１·



下面考虑某一垄断的服务企业生产者 ｉ的利润最大化问题。该生产者的利润可表示为：
πｉ ＝（Ｐ

ｓ
ｍｉ － φｗ）Ｓ

ＡＤ
ｉ － ｗＦ （２０）

现将（１９）式代入（２０）式中，根据最优化理论可求得服务业生产者 ｉ的最优价格为：
Ｐｓｍｉ ＝ φｗ ／ α，ｉ ＝ １，２，…，ｎ （２１）

这一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业是根据成本加成法确定服务产品价格的，加成系数为
１
α( )－ １ 。再

根据（２１）式可求得生产者服务业产品总体的价格指数 Ｐｓｍ，即：

Ｐｓｍ ＝
φｗ
αｎ１ ／ αθ

（２２）

命题 ２：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生产者服务业中间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
展。其原因在于生产者服务业采用成本加成法来确定服务产品价格，这样不论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

业产品的需求量有多少，生产者服务业总存在着经济利润，且与需求量呈正相关的关系，即生产者服

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具有依赖性。

命题 ３：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市场竞争越激烈，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就越低。具体表现
为生产者服务业所能提供的产品种类与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决定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成本。服务业数目

越多，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工业制造者所购买的相应服务产品的有效价格就越低①。也就是说，越多的

生产者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就越能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四）均衡问题

均衡问题包括：（１）劳动力在三个部门之间如何分配；（２）要素的价格怎么决定；（３）服务业的产
出情况；（４）农产品、工业制造品以及服务产品的消费情况。首先，由于只有农业部门才会需要土地
这一生产要素，因此所有土地将全部充分有效地用于农产品生产，即 ＨＡ ＝ Ｈ０。其次，劳动力工资和土
地租金均由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决定，且取决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这可由（１３）式推导得出：

ｗ（ＬＡ，Ｔ）＝ Ｔγ（Ｈ０ ／ ＬＡ）
１ － γ （２３）

ｖ（ＬＡ，Ｔ）＝ Ｔ（１ － γ）（ＬＡ ／ Ｈ０）γ （２４）
如果有数量为 ＬＡ 的劳动力从事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就不难得出农产品的总产出 Ａ（ＬＡ，Ｔ）和该经

济体的总收入 Ｙ（ＬＡ，Ｔ）为：
Ａ（ＬＡ，Ｔ）＝ ＴＨγ０Ｌ

１ － γ
Ａ ，０ ＜ γ ＜ １ （２５）

Ｙ（ＬＡ，Ｔ）＝ Ｌ０ｗ（ＬＡ，Ｔ）＋ Ｈ０ｖ（ＬＡ，Ｔ） （２６）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只要经济体的农产品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差异就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根据

研究可知，该差异为［Ｙ（ＬＡ，Ｔ）－ ＧＬ０］，即可消费的工业制造品数量为［Ｙ（ＬＡ，Ｔ）－ ＧＬ０］／ ＰＭ。由（１）
式和（１１）式可知，当消费者的收入高于Ｇ时，消费者用于工业制造品的消费比例为 α，即可消费的工
业制造品数量为（１ － α）［Ｙ（ＬＡ，Ｔ）－ ＧＬ０］／ ＰＭ。所以，该经济体内部所生产的工业制造品数量 Ｍ（ＬＡ，
Ｔ）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Ｍ（ＬＡ，Ｔ）＝（１ － α）［Ｙ（ＬＡ，Ｔ）－ ＧＬ０］／ ＰＭ ＋［Ａ（ＬＡ，Ｔ）－ ＧＬ０］／ ＰＭ （２７）
当制造业产出为 Ｍ（ＬＡ，Ｔ）时，制造业对劳动力直接需求量为 ＬＭ（ＬＡ，Ｔ），可用下式表示：
ＬＭ（ＬＡ，Ｔ）＝Ｍ（ＬＡ，Ｔ）／ Ｒ （２８）
对于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我们可以根据（１８）式和（２１）式推导出来。由于每种服务产品的生产

都需要一个固定投入 Ｆ，且每单位的服务产出需要 φ单位的劳动力，我们推导出的生产者服务业对劳
动力的总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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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Ｆｕｊｉｔａ，安虎森，梁琦等人的相关模型或著作中都曾得到类似的这个结论。



　 　 　 　

①根据生产者服务业的定义，笔者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来衡量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

ＬＭＳ（ＬＡ，Ｔ，ｎ）＝ ｎＦ ＋ φ
Ｍ（ＬＡ，Ｔ）
Ｒｎ１ ／ αθ

（２９）

（２９）式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与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同向关系，即生产者服务业
的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而提高。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劳动力市场

出清条件为：

ＬＡ ＋ Ｌ
Ｍ
Ｓ ＋ Ｌ

Ｓ
Ｓ ＋ ＬＭ ＝ Ｌ０ （３０）

显然，（３０）式的结果取决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 ＬＡ（Ｔ，ｎ）。这就必须推导出生产者服务业数目
的均衡值 ｎ。为此，我们将考虑生产者服务业的利润情况。生产者服务业的利润函数为：

πｉ ＝（Ｐ
ｓ
ｍｉ － φｗ）Ｓ

ｓ
ｍｉ － ｗＦ ＝

ｂφＭ（ＬＡ（Ｔ，ｎ），Ｔ）ｗ
αθＲｎ１ ／ αθ

－ ｗＦ （３１）

命题 ４：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为紧密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效
益或者发展状况直接取决于制造业的发展，且两者之间表现出正相关性，即制造业产出 Ｍ越大，作为
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效益 πｉ 就越大；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
展水平，即制造业产出 Ｍ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投入的需求数量 ｎ。

命题 ５：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有赖于制造业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制造业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
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而且表现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促使生产者服务业更专

注于具备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环节，促进相关生产者服务外包和分工协作的进一步加强，这必将导致

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市场供给增多，进而降低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刺激制造业

增大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量。

为了推导出生产者服务业数目的均衡值 ｎ，我们假定生产者服务业的超额利润为零，即：
ｂφＭ（ＬＡ（Ｔ，ｎ），Ｔ）

αθＲｎ１ ／ αθ
－ Ｆ ＝ ０ （３２）

根据前文的假设与分析可知，（３２）式中所有相关的内生变量均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能求出生
产者服务业数目的均衡值 ｎ，从而此时的人均收入为 ｙ ＝ Ｙ（ＬＡ（Ｔ，ｎ），Ｔ）／ Ｌ０。根据（１１）式和（１２）
式，我们就容易求出消费者对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需求量。

综上分析，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各自的发展壮大对双方都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的增加，而且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大小［１３］；另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种类和数

量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

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呈现一种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因

此，我国在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时应努力加大投入来增强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生

产者服务业集聚化的发展；同时还应注重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通过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生

产者服务业的外包并扩大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

四、产业互动发展的经验分析

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的发展，除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外向化之外，服务业的发展也起到了

推动的作用。当前，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效应正日益凸显。根据历年统计年鉴可

知，制造业的增加值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分别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６０７ 亿元和 ５８５． ９ 亿元持续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２９１１２ 亿元和 ９０７６１． ４ 亿元，它们各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２． ９４％和 ３０． １９％ 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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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和图 ２ 可知，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两者的增加值折线走势极为相似，且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率与
制造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本文利用 ｌｎＺＺＹ ＝ α ＋ βｌｎＰＳＩ（其中 ＺＺＹ为制造业增
加值，α、β为常数，ＰＳＩ为生产服务业增加值）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３］。通过相

关性分析后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相关系数 ｒ ＝ ０． ９９７７）。由计量回归分析可得：
ｌｎＺＺＹ ＝ １． ７６６ ＋ ０． ８６６ｌｎＰＳＩ，其中 Ｒ２ ＝ ０． ９９６。这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非常大。在
制造业增长速度快的年份，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率也呈上升趋势。在变动的时间上，生产者服务业增

长率的变动总体上稍微滞后于制造业的增长率。可见，制造业的发展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图 １　 １９７８ 年—２００８ 年制造业与生产者
服务业两者增加值的变化趋势

与此同时，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

展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相互促进，而且表现在相

互依赖，尤其是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

较大。所谓的产业依赖度是指某个行业的生

产过程中某项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又称直

接消耗系数）占全部中间产品投入系数的比

重，用公式表示为：ｄｉｊ ＝
ａｉｊ
∑ａｉｊ

，其中 ａｉｊ是投

入系数。因此，本文借助 ２００７ 年中国投入产

图 ２　 １９７９ 年—２００８ 年制造业与生产者
服务业两者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出表进行分析，将代码为 ０６ ～ ２１ 的制造业
行业和代码为 ２７ ～ ４２ 的生产者服务业行业
作为分析对象。通过计算可知（见表 １），制
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依赖度较高，其

中 １１ 个制造行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度
高于 ２０％。另外，我们还借助服务投入率
这一指标来衡量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

依赖程度。服务投入率是指各部门在生产

过程中需要消耗的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

　 　 　 　 表 １　 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和产业依赖度

制造行业
服务投

入率（％）
产业依

赖度（％）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２６． ７４ ５２． ３３
纺织业 ３． ８２ ８． ３５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２１． ２５ ３０． ４０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１５． ９９ ２０． ６３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３４． ２３ ４７． ９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３５． ３２ ４３． ７８
化学工业 １１． ６１ ２９． ６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 ０２ ８． ２８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４０ １． ４５
金属制品业 ６． １４ １４． ８９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７． ０２ １４． ４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３． ７４ ４１． ６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５． ９６ ３７． １９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９． ６４ ２６． ９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２７． ８７ ４５． ５７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４． ３９ ２２． ５２

比重，它反映了国民经济服务化的程

度。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１０ 个制造行业
的服务投入率比重超过 １０％，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造纸印刷及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更

是分别高达 ３５． ３２％和３４． ２３％。在制
造业的生产过程中来自生产者服务业

的中间投入所占比重越大，说明制造业

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性越强，也表明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生产者服务

业的中间投入，生产者服务业通过制造

业的中间需求间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对生产者服

务业依赖度的增高是技术变革和劳动

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生产者服务业

的发展得益于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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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围经济效应所采取的剥离和外包，同时生产者服务业所带来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又进一步拉动了

制造业对该类服务的需求。因此，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发展关系。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基本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数理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进

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着

一种动态的、协调发展的关系。另外，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业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制造业的发

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生产者服务业则通过中间产品投入支持了制造业的发展，

改善了制造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制造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随着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者服务业所提供的产品数量增加，这使得生产者服

务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服务企业有两种选择，要么降低产品的市场价

格以获取市场占有率，要么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树立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这两种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利于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因为如果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制造业就

能够降低成本；如果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制造业的产品品质就会得到保障。

其次，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人工资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果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

工人的工资收入就会有所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会增强，对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需求

就会增大，同时也扩大了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推动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再次，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即制造业的发展

水平越高，生产者服务业对劳动力直接或间接的需求也就越大。因为制造业越发展，其对生产者服务

业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进而促使生产者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大。

最后，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影响着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因为生产者服务业产

品种类的多寡意味着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制造业部门服务外包化程度的高低，而专业化分工程度和服

务外包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制造业“专于精、求于强”，有利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虽然我国的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它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能形成生产者服务业

与制造业两者之间良性有序的互动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生产者服务业的总供给量不足、发展滞后，供

给不能有效满足消费需求；服务价格偏高、服务质量差；内部结构不合理，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中传统

生产者服务业比重较大等方面。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第一，积极推进规制、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尽量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标准以及建立公开、公平、

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内部的有序竞争，从而适应生产者服务产业化、市场化的

趋势。

第二，遵循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发展的规律，改变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提高制造

业的社会化生产水平，鼓励制造业企业专注于自身的优势与强势环节，注重核心技术的培育和市场竞

争能力的提升，通过生产者服务外包化来整合外部专业分工优势，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同步

成长和全面升级。

第三，大力支持有竞争力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跨地区兼并与重组，提升生产者服务业的水平和质

量、增加服务产品的数量与品种，并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采取集约型、集聚化发展模式，特别是将城

市作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主要空间载体，充分发挥区域集聚与辐射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制造业

发展。

第四，测算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构建产业互动发展机制，建立健全产业中介体系，同时促进企业间

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企业的正外部性作用，实现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从而最终推动生产者服务

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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