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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型发展模式，加快深圳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是伴随着技术进步与

分工深化，从生产环节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为生产企业提供研

发、可行性研究、设计与创意、市场研究、质量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物流、营销、广告、售后服务、金融、法律、保险、

会计、税务等各类专业服务的行业，是现代企业产品价值增值

的主要源泉。以知识密集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

也成为当前珠三角地区亟待发展又极具潜力的朝阳产业。对于

以建设国际化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为发展目标的深圳市而

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已成为当前经济领域一项重要而紧迫

的任务。 

为此，应紧紧把握当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探

索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推动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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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效发展。 

 

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从“加工型”向“创

新型”转型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

快速增长。至 2005 年，深圳市和广东省两层次的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的总产值已分别高达 8945 亿元和 327191亿元 ，珠三角

地区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制造业加工基地。 

但是，在制造业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制造业的效益却一

直徘徊在较低水平，制造业增值能力很弱。2005 年，深圳市及

广东省制造业的增值率（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率）分别只有

22.5%和 24.9%，不仅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甚至低于 27.4%

的全国平均水平2。 

珠三角制造业的增值能力弱，是由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

位所决定的。过去 20多年来，珠三角制造业大多数是两头在外

的“三来一补”、OEM 等“加工型”制造业，以自主研发、自有

品牌、自主创新为特点的“创新型”制造业很少。以与“创新”

密切相关的专利技术为例，目前，深圳市 90％以上的企业无专

利技术，甚至在市科技部门评定的 14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中，

也有近一半的企业仍然是零专利。 

按照著名的“微笑曲线”，这种“加工型”制造业处于工业

品产业链中价值最低的环节，而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与市场

营销、售后服务等下游环节，则是工业品的主要价值增值环节。

以我国贴牌生产的芭比娃娃为例，一个美国市场价格约为 10 美

元的芭比娃娃，在我国的离岸价格只有 2 美元。而在这 2 美元

                                                        
1根据《2006年广东统计年鉴》、《2006年深圳统计年鉴》整理得到，规模以上企业指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
入 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2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广东统计年鉴》、《2006年深圳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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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 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 美元是材料费，最后剩下

的 0.35 美元，才是我国生产企业所得3，也就是中国制造环节

所创造的新价值。虽然不同产品的价值构成有所差别，但纯粹

加工在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是一致的。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有识之士已越来越认识到该问题的

严峻性。也正因此，本世纪以来，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各地

纷纷提出了要发展以自主研发、自有品牌、自主创新为特点的

“创新型”制造业，促进制造业从“加工型”向“创新型”转

型，延伸制造业产业链，提高制造业增值能力。 

以知识密集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

制造业价值增值能力、发展“创新型”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要

支撑。生产性服务业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的产业,

它既可以为生产企业提供可行性研究、产品概念设计、原材料

物流等上游服务，也可提供质量控制、人力资源管理等中游服

务，还可以提供市场推广、销售、售后服务等下游服务。生产

性服务业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全方面的支

持，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

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含量。与此同时，以发达的生产

性服务业为依托，制造业企业可以将自身的业务进行重组和分

解，将其内部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务外包给专业服务商，集

中精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业配

套，还是发达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而后者又是提高区域制造

业竞争力与价值增值能力的沃土。  

从全球层面看，每一元制造业增加值，需要一元以上的生

产性服务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按照这一比例，目前深圳及整

个珠三角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还远远不能满足制造业转型

                                                        
3 案例资料来自《人民网》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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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2005 年，深圳、广东省规模以上企业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为 2012 亿元和 8156 亿元，这意味着两地对生产性服务业的

需求分别在 2012 亿元和 8156 亿元以上。与目前生产性服务业

的供给水平相比，无论是深圳还是珠三角，都存在着巨大的生

产性服务业供需缺口（参见表 1）。如果再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

供需两方面内部结构的差异，则供需缺口更大。目前包括深圳

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的大量高利润、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仍

依赖发达国家或地区进口。这种巨大的供需缺口，使生产性服

务业成为珠三角地区亟待发展又极具潜力与发展空间的朝阳产

业。作为经济特区与先发城市，深圳应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表 1  深圳、广东的本地生产性服务业供需比较（单位：亿元） 

区域 深圳 广东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9 99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54 688 

金融业 310 674 

房地产业 487 145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9 773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49 209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供

给 

合计 1358 4790 

生产性服务业需求 >2012 >8156 

当地的生产性服务业供需缺口 >654 >3366 

注:根据《2006 年深圳统计年鉴》、《2006 年广东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符合深圳市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有助

于提升深圳市综合竞争力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但高度符合深圳市“十一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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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构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和国家

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深圳作

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进一步提升深圳综

合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深圳区

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随着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深

圳市的城市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深圳已成为

中国华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不过，与处于同一

区域的香港、广州相比，深圳的区域经济中心功能还存在一定

差距，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

业的发达程度与辐射能力是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体

现。目前，不论从服务业的产业规模、内部结构，还是服务业

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看，深圳与香港、广州相比都存在较大差

距。因此，深圳要进一步增强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就

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发展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相

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深圳建设国家创新

型城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已成为

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战略目标。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不但需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且需要加快发展各类生产

性服务业，以便为生产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与

支持。通过信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加快新知识、新

理论、新观念的交流与传播，加快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中

试与推广，从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品牌策划、品牌推

广、产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推动深圳企业自主品牌产

品的形成与发展；通过金融担保、风险投资、设备租赁等各种

生产性服务，可以减轻企业自主创新的投资压力与风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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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从而推动深圳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第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深圳建设国际化城

市，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一方面

应把握“入世”过渡期结束和 CEPA 的实施所带来的我国服务业

进一步开放的政策机遇，加大力度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鼓励跨国公司来深设立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研发中

心等，为珠三角制造业提供全球化的生产性服务；另一方面又

应鼓励境内生产性服务业为跨国制造企业提供基于全球化的生

产性服务，进而开拓境外、国外的广阔市场空间。显然，通过

搭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国际化平台，将推动深圳及珠三

角地区产业活动的国际化运营，进而推动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

支持和推动深圳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深圳具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基础 

深圳在产业、体制、人才和区位等各方面所拥有的综合优

势，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深圳及其腹地——珠三角地区，

拥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产业，这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重

要的需求基础。 

其次，深圳拥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人才优势。生产性服

务业是典型的人才与智力密集型产业，人才是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的重要基础。作为中国的先发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

一直是中国著名的人才洼地，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场

精英、高校毕业生，还吸引了大量的留学归国人员和国际人才。

近年来，更有相当数量的香港专业人士来深求职。在深圳吸引

的众多人才中，有相当部分是研发、设计、物流、商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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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人士，为深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创

造了优越的人才环境。 

第三，深圳具有良好的体制优势。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

特区，历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在体制

创新与建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深

圳已基本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优势、既宽松又规范

的市场经济环境，这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营造了良好的体制环

境。 

第四，深圳拥有创新与包容的人文优势。深圳作为年轻的

移民城市，具有很强的创新文化和包容文化，能够而且善于容

纳与接受各类不同的观点与事物，兼收并蓄，在“拿来”的基

础上不断创新。这种独特的人文优势，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第五，与深圳紧密相邻的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服务型经济

体，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接近 90%，在金融、物流、商贸服务、

设计与创意服务、营销、市场推广等诸多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具

有显著优势，拥有充裕的人才、丰富的经验、成熟的企业和便

捷的资讯条件。CEPA 的实施，扫清了香港服务业向深圳发展的

制度障碍，从而使深圳毗邻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进一步转化为

深圳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招商引资优势。 

 

四、探索新型发展模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效、快速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深圳既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的客观需要，又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条件。那么，该

如何推动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效、快速发展呢？ 

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效率，

除了要在体制改革、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各方面继续努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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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突破现有的分散式服务业发展模式，探索园区式、集

群式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新模式。 

发达的产业集群有助于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与产业根植

性，这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界与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共识。但是，

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制定产业集群的促进政策时，往往主要

针对的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而相对忽视了服务业的

产业集群。实际上，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必

备配套，而且其本身也适合采取集群式的发展模式。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通过空间的适度集聚，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的集群式发展与集约化增长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一

种高效途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一般把聚集了大量

人口、资源、信息和产业的城市，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化的

基本载体。在政策层面上，一方面引导制造业向城市周边地区

集中布局，依托制造业的集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考虑城市建设、交

通、居住、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因素，通过规划布局、

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财政支持等方式，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区

域性集聚，以功能区、集聚区建设为载体，实现集群式发展。

例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著名的专门为葡萄酒行业

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意大利的萨梭罗地

区，有专门为瓷砖行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区，与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相互依托、

相互促进，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周边地区制造业竞争力，也促进

了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效发展。 

在国内，上海市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以园区为载体，

集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具体措施是：在现有工业用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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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范围内，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延伸和功能完善，

以科技研发、设计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形

成具有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群化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园区。 

广州市近期也推出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类似措施。根据

广州市“十一五”规划，广州市拟将广州开发区打造成“国家

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具体做法是：以广州开发区现有的制造业

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为基本依托，采取以服务引项目、

以项目带服务的方式，引进软件外包、信息服务、检验检测、

科技研发等现代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

业紧密结合的产业集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

展。 

根据产业集群的原理，借鉴国内外的发展经验，深圳也可

探索与尝试园区式、集群式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新模式，以促

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与高效发展。在具体操作上，可在现有

的各类工业园、物流园区之中，选择其中已形成规模优势并对

周边地区具有较大辐射与影响力的园区，以园区现有功能派生

的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为基本依托，在园区已有的生产性服务

配套的基础上，继续引进科技研发、设计创意、市场营销、现

代物流等各类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园区现有功

能的互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与高效发展，打造以园区

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为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提供各类

生产性服务。此外，这种在现有园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还有助于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率，是实现效益

深圳的一种有益尝试。 

 

执笔：陈秀珍，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华南及深港研究中心

主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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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

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地址：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邮编：518029 

电话：0755-82487878、82471317                传真：0755-82410997 

网址：http://www.cdi.com.cn   

联系人：  郑宇劼  电邮：zyj@cdi.com.cn 

责任编辑：张玉阁  电邮：zhangyg@cdi.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