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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不利于不同产业实现有效

融合发展。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考察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制造业对生

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明显，但不同行业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因素差别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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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浙江经济在 2000 至 2009 年被称之为“失落

的十年”，在 2010 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 V 型反

转。但是，在企业家逃债频现和企业面临的“三

荒两高”压力等背景下，浙江产业如何实现有效

的突围是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产业转型升级是

浙江“十二五”乃至未来较长时期的中心任务，

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

双引擎，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粘合剂，

故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是浙江经济破除发展困境

的重要路径，因此有必要分析影响制造业对生产

性服务业的相关需求。 

我国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明

显，并且目前承接的全球产业转移尤其是服务业

转移为两者实现耦合发展提供了契机。在我国生

产性服务业水平相对较低、服务投入率不高的前

提下，学者就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拉动效应的强

弱存在较大的争议，[1] 同时世界工厂的定位使生

产性服务缺乏有效市场需求支撑致使发展相对

滞后。[2] 从浙江看，相对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

生产率和劳动力效率较高但资本效率较低，[3] 且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效应较弱而制造

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更显著。[4] 

我国对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性的相关研究

近年逐渐成为热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

转型的相关研究基本使用了投入产出表和中国

或各区域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且对浙江的制

造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因素关注较少，这

可能与研究需要通过调研获取微观数据有关。本

文首先分析浙江的产业发展现状，随后采取问卷

调查的数据，在考察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

求的基础上探讨分行业影响因素。 

二、浙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制造业发展现状 

为考察制造业的发展格局，拟采取《浙江统

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制造业占工业产值的比

重在 2006-2009 年分别为 92.38%、92.87、92.95%

和 92.37%，表明制造业主导了浙江工业的发展。

在 30 个制造行业中，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是三个 大的行业，其

占工业产值之和历年均超过了 25%。进一步，可

将浙江的制造业主要分为轻纺织品相关产业，金

属相关产业，设备制造相关产业、医药制造相关

产业、塑胶相关产业。设备制造相关产业和医药

制造相关产业可认为是先进制造业，而金属相关

产业和轻纺织品相关产业基本是传统制造业。如

将表 1 中的 14-15 类视为医药制造相关产业，将

23-28 类视为设备制造相关产业，可知主要的先

进制造业在 2006-2009 年的工业份额分别为

36.75%、38.01%、38.43%、38.65%。如将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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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列的 5-7 类视为轻纺织品相关产业，将

17-18 类视为塑胶相关产业，将 19-22 类和 30

类视为金属相关产业，可知主要的传统制造业在

2006-2009 年 的 工 业 份 额 分 别 为 37.66% 、

37.27%、36.94%、36.56%。通过比较可知，先

进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对浙江工业的贡献几乎

同等重要，但考虑到其他制造行业较多属于传统

制造业，可认为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

较大。 

如果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同时设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表

1 中的 1-12 类，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表 1 中的

13、17-26、29、30 类，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表

1 中的 14-16、27-28 类，将表 1 归类得到表征

浙 江 制 造 业 要 素 密 集 度 的 表 2 。 可 知 ， 在

2006-2009 年间，浙江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比

例 高，其次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后为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例较高可能

与浙江有着大量的民间资本有关，而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比例偏高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例偏低

可能与产业转型升级进程较慢有关。事实上，即

使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浙江更多的资金

还是投向了传统的制造业。浙江的制造产业产品

由低端向高级化转型的压力巨大，同时由于受企

业规模相对偏小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等诸因素

制约，导致“浙江制造”难以有效提升在国际产

业链中的地位，进而使得在发展中存在着相当明

显的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5] 而浙江的制造资本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实体经济也彰显出制

造业转型升级难以得到有效提速。 

表 1  按行业分的规模以上制造行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构成 

 2006 2007 2008 2009 

1．农副食品加工业 1.56 1.50 1.56 1.59 

2．食品制造业 0.66 0.68 0.73 0.84 

3．饮料制造业 0.83 0.90 0.93 0.98 

4．烟草制品业 0.59 0.55 0.53 0.57 

5．纺织业 11.92 11.62 10.98 11.43 

6．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3.80 3.65 3.54 3.39 

7．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3.35 3.07 2.67 2.61 

8．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85 0.91 0.91 0.93 

9．家具制造业 0.99 1.05 1.10 1.11 

10．造纸及纸制品业 2.03 1.99 2.12 2.06 

11．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0.67 0.65 0.63 0.68 

12．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99 0.98 0.95 0.93 

1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88 2.46 2.70 2.35 

1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39 5.94 6.48 6.59 

15．医药制造业 1.67 1.60 1.51 1.62 

16．化学纤维制造业 4.26 4.25 3.79 3.47 

17．橡胶制品业 0.96 0.98 0.98 1.00 

18．塑料制品业 3.86 3.83 3.67 3.76 

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59 2.53 2.75 2.87 

2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76 3.21 4.03 3.63 

2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17 3.89 3.43 3.12 

22．金属制品业 3.77 4.03 4.33 4.22 

23．通用设备制造业 6.87 7.16 7.28 6.91 

24．专用设备制造业 2.28 2.43 2.31 2.42 

2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70 5.95 6.43 7.02 

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01 8.52 8.98 9.08 

27．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44 5.03 4.18 3.65 

2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39 1.38 1.26 1.36 

29．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65 1.67 1.66 1.63 

30．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48 0.46 0.5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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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制造业要素密集度 

 2006 2007 2008 2009

劳动密集型 28.24 27.55 26.65 27.12

资本密集型 45.98 47.12 49.11 48.54

技术密集型 18.15 18.20 17.22 16.69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哪些行业，目前存在着较

大争议，现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

准》[京统发〔2009〕11 号]作为基本标准，即将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分为流通服务、信息服务、商

务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同时在后续对生

产性服务业的调研中为保持一致也基本采取了

这种分法。但是，北京的相关分类标准与浙江统

计年鉴的口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故有必要就

浙江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界定。① 

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 2006-2010

年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与此相似的是，生

产性服务业占三产比也呈现出增长势头，且在

2008 年后达到了 60%以上。流通服务占三产的

比重均为 30%以上；金融服务占三产的比重增加

明显且在 2010 年接近了 20%，显示出浙江的金

融业尤其是民间金融业相对发达；其他三类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关于浙江生产性

服务业占三产的比重，详见表 3。如剔除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和零售业这两类发展层

次较低的生产性服务业，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占三

产的比重分别为 26.69%、28.47%、30.20%、

29.90%和 29.91%，与北京相关年份的比重基本

相同，[6] 但同期北京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比浙

江高 30%左右，可认为浙江与北京的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差异性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

对较低，而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与相关产业实现

联动发展，这必然会制约浙江制造业的稳健

提升。 

表 3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占三产比重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流通服务 32.58 31.51 31.16 30.32 30.86

信息服务 5.80 5.81 5.48 5.20 4.93

金融服务 14.43 16.44 18.79 19.15 19.29

商务服务 4.25 4.07 3.85 3.68 3.74

科技服务 2.21 2.15 2.08 1.87 1.95

三、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总体分析 

本次调研的企业总数为 523 家，发放的区域

为浙江台州，发放的总问卷为 1253 份，有效的

样本数为 1218 份，其中汽摩及其配件 175 份、

造船 52 份、医药 77 份、化工 85 份、专用设备

59 份、通用设备 46 份、金属制品 178 份、塑料

制品 116 份、电气机械及器材 116 份、其他类型

266 份。在问卷调查中，流通服务用物流服务代

替，即调查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

技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五类生产性服务业。② 

制造企业主要通过自有部门提供生产性服

务业，而通过委托台州市内外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及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等途径较少，即制造企

业没有实现有效的二、三产分离，表明对生产性

服务业需求较强的同时几乎完全依靠自身提供。

地方政府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基础

设施相对较弱是制约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有效

对接的重要因素，而调研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

点，即制造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 为关注，同时

对倡导服务型政府、实施政策倾斜、扶持龙头企

业等方面也较为关注。从九大行业看，除造船行

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对倡导服务型政府

为关注外，其余七个行业均与总体情况一致。就

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而言，调研结果显

示制造企业认为地方政府扶持不足 为关键，但

专用设备企业认为基础设施不足的影响 大，而

通用设备企业和塑料制品企业认为服务企业投

入不足 重要，同时金属制品企业更加关注法律

法规不健全的影响。生产性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 大问题是服务针对性不足，即在发展过程

中没有充分实现与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汽摩配

企业、造船企业、化工企业、专用设备企业、通

用设备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企业与总体状况相

同，而医药企业和塑料制品企业认为服务技术水

平较低影响 大可能与这两大行业的发展水平

相对较高有关，同时金属制品企业认为生产性服

务企业不足相当明显。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制造企业对于能够提升公司竞争力 为关

注，且在各制造行业中，只有通用设备企业认为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时机已经成熟，由此可认为

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需求较为明显。 

制造企业对物流服务的评判标准一般包括

态度、价格、能力和信誉等方面，调查显示信誉

是 重要的层面（专用设备企业除外）。物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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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通常包括装卸搬运、运输、仓储、配送等方面，

从总体上看 需要运输服务，且汽摩配、化工、

专用设备、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电气机械及器

材等六个行业认为运输 重要，而造船、医药和

通用设备三个行业认为配送 关键。制造企业对

通过物流服务能改善自身运营效率较为关注，如

总体认为物流服务带来的 大好处是提高经营

效率（专用设备行业和通用设备行业除外）。其

中，专用设备企业认为外界的物流服务有利于企

业集中精力发展主业，即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制造

业中的物流服务分离的趋势。 

在满足制造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上，获得贷

款应该是重要的层面。但是，在调研时发现，如

果需要获取外部资金支持时，制造企业基本不找

银行贷款，这可能与浙江的民间资本充裕而不需

要向银行贷款有关。但是，在选择融资工具时，

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各行业看，都将向金融机构贷

款作为 主要的融资工具。对申请贷款遇到的问

题不甚关注，但对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意向明显，

可能与民间融资的高利息存在直接关联性，如

2011 年下半年出现的浙江企业家逃债事件就是

缩影。如果制造企业选择了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方

式，习惯性选择是 主要的做法，而对服务质量

和服务态度、贷款周期长短、贷款利率等因素考

察较少，但专用设备行业和通用设备行业除外，

且通用设备行业对银行服务基本不关注。 

从信息平台建设、需专业网站提供的信息服

务、网络活动用途等方面调研了信息服务需求。

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分行业看，都主要通过自建网

站来满足需求，而通过利用政府搭建的信息平台

和利用第三方电子平台等方式较少，这可能与调

研样本为大中型企业有关。如需借助专业网站，

其目的以获取市场信息为主，但造船行业除外

（以获取政策信息为主）。制造企业使用网络活

动的目的总体上以商品展示为主，但汽摩配行业

和化工行业以信息发布为主，并且无论哪个行

业，其网络活动均较少涉及到网上交易，这可能

会对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关注不足。 

为了解制造企业对科技服务的需求，从企业

主导产品的技术来源、企业 关注的科技服务和

如何提升科技服务等方面进行调研。浙江制造企

业主导产品的技术来源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分行

业来看，均以自主开发为主，对技术转让、合作

开发、并购及战略联盟等形式采取较少。但是，

在对科技服务的需求上，总体上对技术研发与推

广服务 为关注，表明自主研发技术难以满足发

展需要，而其他方式的技术来源相对有限，这可

能是浙江制造陷入相对困境的重要诱因。此外，

造船行业 需要工业设计服务，而通用设备行业

对技术检测服务需求 明显。对于如何提升科技

服务上，无论是总体还是分行业，都将提升技术

质量作为关注焦点。 

从商务服务看，各类制造企业 关心的是人

力资源信息（金属制品行业除外）。在急需人力

资源信息的同时又对该类服务 为满意，但总体

上对各类商务服务的满意度相对较低。此外，化

工行业、金属制品行业、塑料制品行业对会计、

税务、审计等咨询业务 满意，造船行业对法律

咨询的满意度 高。在对既有商务服务满意度相

对不高的情况下，选择外地商务服务机构就是一

种重要渠道，但调研发现本地制造企业基本没有

考虑外地商务服务机构，这可能与本地外地服务

机构较少有关。 

四、影响制造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因素 

（一）物流服务 

从服务质量差、价格高、没有提供个性化服

务、信息反馈不及时等方面考察影响物流服务的

因素。结果显示：上述四变量的克朗巴哈信度系

数为 0.697，表明设定的变量具有较高可信度，

总体的 KMO 值为 0.731，同时服务质量差、价

格高、没有提供个性化服务、信息反馈不及时等

变量的负载因子分别为 0.696、0.708、0.753、

0.738，表明可较为有效地解释物流企业存在的

问题。从相关性看，服务质量差与价格高、没有

提供个性化服务、信息反馈不及时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0.377、0.342、0.328，价格高与没有提供个

性化服务和信息反馈不及时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349 和 0.336，而没有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信息反

馈不及时的相关系数为 0.454，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显示出各变量间存在着一定关联

性但仍可用于计量分析。为进一步考察制造企业 

对物流服务需求受各因素的影响，构建模型： 

（1） 
iiiiiiiiioii XXXXcWL εαααα +++++= 443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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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表示各个行业，WL 表示需要的物

流服务，X1、X2、X3、X4 分别表示的服务质量差、

价格高、没有提供个性化服务、信息反馈不及时

等变量。③ 

计量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价格高变量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他因素对制造业生产性

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刚性，如通过计量

得出的系数均接近或小于 0.1，而分行业的各因

素影响效果相对较大，同时方程的整体相关性较

小。更进一步，价格高变量除造船企业外，均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汽摩配企业的个性化服务需

求变量与信息反馈不及时变量的影响达到了 0.3

以上，但两者呈现反向的影响绩效，且其他变量

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造船企业对物流价格相当

明显，系数达到了 0.428，同时其他变量的系数

也达到了 0.2 以上，但服务质量变量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医药企业和金属制品企业对物流服务

需求的计量结果相似，均只有服务质量变量通过

了检验，可认为是这两类企业与外部物流服务的

联系较少即以自有部门提供为主的结果。化工企

业和塑料制品企业的计量结果相似，都仅为信息

反馈不及时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④ 但两者的

影响绩效相反。通用设备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

企业中的服务质量变量和价格变量没有通过显

著性检验，且通用设备企业在没有提供个性化服

务和信息反馈不及时等变量上较电气机械及器

材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两类企业在个性化

服务上呈现出反向影响绩效。此外，专用设备企

业的各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给定

的变量不适合分析该类企业。从九个行业看，服

务质量差、价格高、没有提供个性化服务、信息

反馈不及时等变量分别有 3 个、1 个、4 个、6

个行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认为制造企业对个

性化服务和信息反馈 为关注。 

（二）金融服务 

从企业运营状况、私人关系、行业因素、抵

押品等方面分析影响制造业融资的因素，结果表

明上述四变量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仅为 0.538，

而 KMO 值为 0.628，且四变量的负载因子分别

为 0.306、0.790、0.710、0.713，可直接判断企

业运营状况变量不能解释影响制造企业融资。将

企业状况剔除后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为 0.608，

此时三变量的负载因子分别为 0.807、0.704、

0.738。为分析影响因素，建立如下模型： 

0 1 1 2 2 3 3i i i i i i i i iJR Y Y Yβ β β β ε= + + + +      （2） 

其中，JR 表示需要的金融服务，Y1、Y2、

Y3 分别表示通过调研得出的私人关系、行业因

素、抵押品等变量。 

计量结果显示，私人关系和行业因素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而抵押品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浙江制造业的融资状况与抵押品的关联性较小，

并且私人关系较行业因素更为重要。如果从行业

视角进行考察，仅有医药行业和金属制品行业中

的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汽摩配行业、

造船行业、通用设备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

仅有一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他三个行

业没有一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判断

该方程对于制造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影响因素解

释力不强，需要在后续的跟踪调研中加以考虑。 

（三）信息服务 

对于信息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拟从电子商

务视角切入，原因在于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是

信息服务发展的结果。从网上支付体系不完善、

信用体系不健全、网络安全问题未解决、物流体

系配送不完善、公司信息化建设滞后等方面分析

了影响制造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计算得出

上述五因素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为 0.691，KMO

值为 0.816，且五变量的负载因子分别为 0.767、

0.824、0.762、0.781、0.645，可以认为给定的五

个因素都能较为有效地解释电子商务如何发展。

网上支付体系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信用

体系不健全与网络安全问题，而物流体系配送不

完善也可能会是公司信息化建设滞后的结果，故

此这些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

性，如网上支付体系不完善与信用体系不健全的

相关性达到了 0.628、物流体系配送不完善与公

司信息化建设之后的相关性也达到了 0.465。但

是，如果在问卷设计时严格界定些关联性不大的

变量，则可能会漏掉一些对电子商务发展影响较

大的因素。故此，可认为四个变量都相对合理。

为此，建立如下模型分析影响因素： 

0 1 1 2 2i i i i i iXX Z Zμ μ μ μ= + + +  

3 3 4 4 5 5i i i i i i iZ Z Zμ μ μ ε+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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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X 表示信息服务，Z1、Z2、Z3、Z4、

Z5 分别表示通过网上支付体系不完善、信用体系

不健全、网络安全问题未解决、物流体系配送不

完善、公司信息化建设滞后等变量。 

计量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信用体系不健

全、网络安全问题未解决、公司信息化建设滞后

等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网上支付体系和物

流配送体系不完善没有通过检验，其原因可能与

调研区域的电子商务发展相对滞后进而网上支

付较少和主要通过自有部门进行物流配送有关。

从分行业看，各因素对汽摩配行业发展电子商务

的影响较为明显，除信用体系不健全变量外，其

余四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行业对模

型的适用性较差，如通用设备行业、金属制品行

业、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没有变量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造船行业、医药行业、化工行业、塑料制

品行业均仅有一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专

用设备行业有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考虑

到调查的区域为浙江台州，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由此导致各行业对电子商务发展的

意识差别较大，从而使得在多项变量上都表现为

没有通过检验。但是，就总体而言，电子商务处

于相对较快的发展过程中，进而对一些变量的反

馈相当明显。 

（四）科技服务 

为考察影响制造企业科技服务需求的因素，

从政策体系不完善、市场环境不成熟、人才资金

缺乏、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进行调研。上述四变量

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为 0.691，同时 KMO 值为

0.720，且四变量的负载因子分别为 0.762、0.792、

0.667、0.660，都可对科技服务进行有效解释。

此外，变量的两两相关性也较为合理，除政策体

系不完善变量和市场环境不成熟变量的相关性

为 0.5 以上，其余相关性均小于 0.4。建立方程

分析影响因素： 

0 1 1 2 2 3 3 4 4i i i i i i i i i i iKJ M M M Mδ δ δ δ δ ε= + + + + +

（4） 
其中，KJ 表示需要的科技服务，M1、M2、

M3、M4 分别表示政策体系不完善、市场环境不

成熟、人才资金缺乏、信息不对称等变量。 

由计量分析可知, 从总体上看，市场环境不

成熟变量和人才资金缺乏变量通过了 1%的显著

性检验，而政策体系不完善也基本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但信息不对称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可认为

规范内外部环境和保障要素流动畅通是制造企

业有效获取科技服务的重要支撑，而对科技信息

透明度的关注力度相对不大。从分行业看，金属

制品行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均有三个变量

通过了检验，医药行业有两个变量通过了检验，

造船行业、化工行业、塑料制品行业均有一个变

量通过了检验，而汽摩配行业、专用设备行业和

通用设备行业没有变量通过检验，显示不同制造

行业影响科技服务需求的因素差异明显，这与金

融服务需求和电子商务需求影响因素的计量结

果基本相似。 

（五）商务服务 

从政府引导不足、服务企业实力较弱、商务

服务意识不足、配套设施较差等四方面设计问卷

考察影响商务服务发展的原因。上述四变量的克

朗巴哈信度系数和 KMO 值分别为 0.714，且负

载因子分别为 0.709、0.790、0.729、0.709，均

可以较好地解释影响商务服务发展的因素。此

外，两两变量的相关系数也相对不大，如政府引

导 不 足 变 量 与 服 务 企 业 实 力 较 弱 变 量 大

（0.454），而政府引导不足变量与配套设施较差

变量 小（0.311）。构建模型考察影响因素： 

0 1 1 2 2 3 3 4 4i i i i i i i i i i iSW N N N Nφ φ φ φ φ ε= + + + + +  

（5） 

其中，SW 表示需要的商务服务，N1、N2、

N3、N4 分别表示政府引导不足、服务企业实力较

弱、商务服务意识不足、配套设施较差等变量。 

通过计量分析可知,从总体上看，政府引导

不足变量、商务服务意识不足变量和配套设施较

差变量都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服务

企业实力较弱变量也基本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

以认为给定的四个变量都能用于考察对商务服

务需求的影响，但方程的整体拟合程度偏低。然

而，汽摩配行业、造船行业、医药行业、专用设

备行业、塑料制品行业的四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而化工行业、通用设备行业、金属制品

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均只有一个变量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设定的四个变量均不适合作

为九个行业影响商务服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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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造企业对五类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影响

因素的定量分析可知，调研设定的指标基本上能

从总体上解释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但对于

不同行业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差。究其原因，可能

与不同行业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因

素存在着较大差别有关，应该要对不同行业的影

响因素设计不同的问卷。 

五、结论 

在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现

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考察了制造行

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浙

江的制造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其次为劳动密集

型， 后为技术密集型，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诸多困境致使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与此同

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难以与制

造业提升形成互动发展。从物流服务、金融服务、

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商务服务等维度设计了制

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问卷，结果表明制造

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总体较为明显，并且不

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各个

因素基本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给定的各生产性

服务业因素对分行业制造企业的影响相对不显

著，这可能是由于即使对于同一种生产性服务业

的需求而言，不同制造行业的影响因素也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造成的。 

注释： 

① 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对应流通服务，将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应信息服务，将金融业对应金

融服务，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应商务服务，将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应科技服务。详见：李秉强《浙江省承

接服务业转移的内外部条件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10 年第

2 期， 84-86 页。 

② 下述分析基于问卷调查，该问卷的批准号为台统[2010]26 号。如

有必要，可向作者索要问卷调查表。 

③ 为节省篇幅，模型和计量分析结果的相关公式和图表在文中省

略，并且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均采取了 SPSS13.0 进行计量，下

述相同。如有必要，可向作者索要计量结果的相关数据。 

④ 如没有特别说明，在后续的结果分析中，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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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mand of Productive Services by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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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sur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Zhejia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high, whil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productive services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handicaps the effectiv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With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 the demand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or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mand,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demand of the productive services is obvious and that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mand for productive services significantly differ amo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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