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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

趋重要。 根据服务业的用途不同，著名学者赫伯特.G.格鲁

柏［1］将服务业分为消费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政府服务

业 3 种类型。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是经济组织或新产品取

得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性服务是

服务业的最大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目前，无论

从就业比重还是产值比重来看，服务业在 OECD 国家中总

体上都超过工农业之和。服务业的发展已成为影响一国经

济增长、 吸纳就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Stan-
back et al 和 Francois［2］也认为，由于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
社会生产和销售的组织网络日益复杂，组织协调功能变得

日益重要,这导致物质生产中“服务”内容不断增加。 伴随

这一过程，农业和工业会逐步将一些内部的服务功能分离

出去并由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来完成，使得最终产品的成本

尽可能最小化，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在西方的相关文献中，关于生产服务业与农业相互关

系的研究较为少见。 Kenneth A. Reiner［3］探讨了生产性服

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的影响。 Postner H. Harry［4］对加

拿大 1967-1977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对

服务业的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李善同等 ［5］利用中

国统计局公布的 1987-1992 年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测

算第一、 二产业对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变化。 结果显示，第

一、第二产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处于上升阶段，但第一

产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明显要低于第二产业对服务业

的中间需求。 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第一产业对服务业

的中间需求处于低水平。 上述研究只进行纵向研究，没有

对地区之间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本文利用 1987-2002 年中

国统计局《投入产出表》和 2006 年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

提供的数据， 进行时间序列纵向分析和地区之间横向分

析。得出的结论是：一是农业中服务业的比重太低；二是地

区之间农业中服务业投入不平衡，从而阻碍了农业的产业

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2 我国服务业与农业的关联性分析

2.1 服务业与农业关联度的时间序列分析

我国 从 1987 年 开 始 编 制 投 入 产 出 表 ， 已 经 编 制 了

1987 年、1990 年、1992 年、1995 年、1997 年、2000 年、2002
年 和 2005 年 8 个 年 份 的表 格。 根 据 这 些 投 入 产 出 表 和

2006 年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 可以计算出我国农业对

服务业的需求状况， 并由此观察生产性服务业的变动趋

势。 从表 1 可以看出，1987-2002 年，第一产业对农业对生

产 性 服 务 业 的 需 求 系 数 分 别 是 0.0365、0.0363、0.0597、
0.0572、0.0531、0.0622、0.0794 和 0.0804， 第一产业对生产

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是在波动中上升。而第一产业对本身

和工业品的中间需求也在波动中上升，这是因为，农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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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87 1990 1992 1995 1997 2000 2002 2005

X11 0.1472 0.1788 0.1393 0.1723 0.1606 0.1526 0.1622 0.1688

X12 0.1314 0.1277 0.1568 0.1728 0.1889 0.2069 0.1764 0.1815

X13 0.0365 0.0363 0.0597 0.0572 0.0531 0.0622 0.0794 0.0804

表 1 1987-2005 年间第一产业对各次产业的中间投入率情况

注：本表是根据 1987、1990、1992、1995、1997、2000、2002 和 2005 年《投

入产出表》的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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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仍没有摆脱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生产模式，粮食生产是

一个低收益的部门，规模的扩大并不会给农户带来多大的

经济收益。农民采用的仍是以良种、化肥、灌溉等为主的生

物技术，规模的大小并没有阻碍这种技术的选用。此外，国

家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对农业有形物质投入具有影响。政府

对农民种植优良品种和购买农业机械给予补贴，吸引农民

加大对农业的资本品投入。这说明我国农业对第三产业所

提供的各类生产性服务的依赖性不强,但总体而言已出现

了增强趋势。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得到了

初步体现 ［6］。 但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处于多层次水平，城

市不具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农村出现人多地少

的局面，农户的小规模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在

农业中的扩展。
在第一产业的中间投入中，服务业投入增长缓慢（见

图 1）， 从 1987 年 11.6%上升到 2005 年的 21.6%，18 年增

加了 10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不到 0.5 个百分点，与资

本品投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持平，与工业化国家农业现代

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紧密结合、快速发展相

悖。第三产业的兴起及其对生产过程的渗透是现代经济的

重要特征之一，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构

成部分。 通过为各产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第三产业以自身

独特的方式促进了生产组织和生产过程的专业化，降低了

物质生产的成本，但这一作用过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 只

有当第一产业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形成对各种生产

性服务的需求压力。 我国存在着显著的二元经济特征，工

农业之间在技术水平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农业虽处于国民

经济的基础地位，但不是强势地位。 第一产业的弱质性决

定了农业与制造业竞争市场因素投入时处于弱势地位。随

着工业化的兴起，农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以对各种工业类

产品的消耗来实现的， 而其对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各类技

术、 信息服务的生产消费需求则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在我国工农业两部门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二元经济特征的

条件下，农业的技术进步仍将主要依靠对各种工业类中间

产品的使用，而对第三产业的中间投入率还不会呈现明显

的上升趋势。 此外，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

不足，科学文化水平较为落后，在获取农业信息方面处于

劣势，农产品市场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在进行各项生产管

理时所依据的主要为过去的经验积累，具有显著的“经验

管理”特征。 这一现实也限制了农业对第三产业所提供的

各类生产性服务的消耗，使其中间投入率的增长趋势并不

显著。

图 1 服务业增加值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

注：数据来自 1987-2002 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和 2006 年

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

如果从农业对服务业各行业的中间需求构成来考察

（表 2）， 第一产业对商务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增长最快，对

其 它 3 个 行 业 的 中 间 需 求 的 百 分 比 在 下 降 。 1987-2002
年，农业对商务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对

金融保险业的中间需求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对运输邮电

业的中间需求降低了 3.2 个百分点，对其它服务业的中间

需求降低了 14.5 个百分点。 农业对服务业各行业的中间

需求出现升降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①我国正

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由此而导致其它部门对农产品的大量

需求，从而诱导农业对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不断增加；②农

业生产分工的细化和产业链的延伸所引致的最终产品生

产中，中间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程度的增加，也会使社会

生产中中间产品的使用大量增加； ③技术进步导致中间投

入率的上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也越发紧密，使得

农业对技术产品和金融产品的中间需求增加； ④农业对传

统的交通运输业的中间需求下降， 是由于农业的专业化和

分工加深所致。 科技进步使得农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程

度加深， 第一产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超过了对传统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 OECD 国家相比，
我国农业的专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还处在中期阶段［7］。
2.2 服务业与农业关联度的地区比较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将全国分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 中部 6 省第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平均投入为

3.6%， 湖 北 省 服 务 业 在 第 一 产 业 中 的 投 入 最 高 ， 达 到

5.3%，山西省为 2.5%，是中部 6 省最低的。 西部 14 省的平

均值是 3.8%，最高的是新疆自治区，为 8.7%，最低的是宁

夏自治区，只有 0.8%。东部 11 省的平均值是 5.2%，其中最

高的是海南省，是 9.5%，最低的是福建省，数据为 2.6%（见

图 2）。 从全国来看，排在前 15 名的省市超过了全国平均

水平，其中东部地区占了 10 个，中部地区 1 个，西部地区

4 个。 东部地区的广东、山东、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

苏、以及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属于经济发达省份，市场化程

度高，城市化水平高，平均城市化率达到 64%，山东省的城

市化率最低，也超过了 45%。 城市化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使得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上升，为农村规模化、专业化生

产创造了条件。相对发达的市场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降

表 2 第一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构成（%）

年份 运输邮电业 商务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其它服务业

1987 30.3 25.1 17.4 27.2

1990 48.7 16.9 11.9 22.5

1992 18.8 36.1 23.6 21.5

1995 25.5 46.5 10.0 18.0

1997 22.4 42.5 8.8 26.3

2000 22.4 39.1 9.3 29.2

2002 27.1 40.3 19.9 12.7

2005 24.0 41.7 20.8 13.5
注： 本表是根据 1987-2002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投入产出

表》和 2006 年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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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市场进入成本，但市场的瞬息万变，交易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性，提升了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第一

产业中服务业投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新疆、内蒙古和西

藏自治区属于人少地多的地区，农村人均用地面积在我国

名列前茅，专业化、规模化的牧业非常发达，草场的开发和

养护，奶牛的保养，牛奶生产过程的衔接，这些都需要专业

化的企业提供服务。海南省农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在全

国是第 1 位，与其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分不开。 海南

岛处于亚热带地区，一年四季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农产品

的生产得天独厚，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促进了海南岛的农业

产业化和专业化。

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省市全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

欠发达，市场化程度较低。中部地区人口稠密，人均耕地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土地用途单一，
选择余地少。城市化率低，农村基础设施不如东部地区，农

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主要来自第一、第二产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需求不紧迫。
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分析，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

的中间需求主要体现在农业和牧业两个行业 （表 3）。两者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占 79.5%，而林业和渔业对生

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只占 20.5%，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

图 2 2005 年各地区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注：本图是根据 2006 年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绘制

相一致。我国人口众多，对农产品的需求大，不可能大量进

口，要靠本国解决。 种植业生产周期短，生产环节多，对服

务业的中间需求大，种植业已成为我国第一产业中对服务

业需求最大的行业，而林业的生产周期相对较长，生产过

程单一，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较少；渔业相对于种植业来

说，占用的土地面积少，产量也少，所以对服务业的中间需

求要远低于种植业和牧业所占的比例。
表 3 2005 年第一产业总产值、增加值、中间投入构成（%）

部门 总产值 中间投入 物质投入 生产性服务投入

农业 49.7 41.8 41.8 56.8

林业 3.6 2.7 2.6 5.3

牧业 33.7 41.5 45.4 22.7

渔业 10.2 10.3 10.2 15.2

注：本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出版社出 版 的《2006 年 中 国 农 村 统 计 年

鉴》。

从第一产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看，生产性服务业规模

不大、高端服务不足、产业结合不紧、服务功能不强等问题

仍比较突出，与新型工业化水平不相适应，与发展现代农

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形

势不相适应 ［8］。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结构调整

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方向。

3 促进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政

策建议

根据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基于对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产业关联状况的分析结果，促

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 4 个方

面进行改进：一是转变观念，强化服务业在现代农业中的

促进作用。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吸引产业要素投向为农业

提供服务的现代服务部门，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

级。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专业化服务农业的分工

优势。 三是实施农产品品牌策略，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农

业互动发展机制。 四是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推进生产性服

务业的梯进式发展。 激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从

东部向中西部推进， 改变目前在区域分布上不平衡的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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