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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摘 要演 服务型制造是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一个新概念。 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在
兴起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服务型制造带来了新机遇。 当前，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发展服务
型制造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发展服务型制造具有独特优势， 需要在政策层面鼓励
和支持企业实现以加工组装为主向 “制造+服务” 转型， 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 “产品+服务”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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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 越

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始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向客

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 在满足客户高层次服务需

求的同时， 提供服务的能力成为决定制造企业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制造业的服务化成

为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 也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向。

一、 服务型制造的内涵与特征

尽管制造业提供服务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也有大约 30 年时间， 但是

在我国无论学术界、 政府甚至企业， 制造业服务

化或服务型制造仍然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 对

其内涵的理解相对也比较混乱。

（一） 服务型制造的内涵

1．服务型制造的狭义的内涵
国外学者大多用服务化、 产品服务系统等概

念描述制造提供越来越多的增值服务的现象 。

Vandermerwe & Rada （ 1988） 将服务化概括为
“制造企业由仅仅提供物品 （或包括附加服务） 向

提供物品加服务构成的 ‘产品-服务包’ 转变的过

程”， 完整的 “包 （bundles）” 包括物品、 服务、

支持、 自我服务和知识等， 并且服务在这个 “包”

中居于主导地位， 是增加值的主要来源。 White
（1999） 认为， 服务化是制造商由物品提供者向服

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 Goedkoop et al. （1999） 提
出 “产品服务系统” 的概念， 认为产品服务系统

是一个包含产品、 服务、 网络、 支持设施的系统，

为了保持竞争力、 满足客户需求并且比传统的商

业模式有较低的环境影响。

而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主要是使用 “服务型

制造” 的概念。 为什么国外学术界大多使用 “服

务化” 而我国政府文件中采用 “服务型制造”？ 从

二者的词义看， 制造业的服务化强调从提供产品

向提供服务转变的过程或趋势， 而服务型制造强

调制造业当下的状态， 即具有更多的服务性质的

内容。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和制造业国家， 工

业化尚未完成， 而且近年来经济出现 “脱实向虚”

的趋势， 并因此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各

种问题。 如果使用服务化， 很容易引起误解， 以

为制造业已经不重要了， 产业结构需要向服务业

调整。 而服务型制造， 重点仍是制造， 明确指出

服务是以制造为基础的或依附于制造的， 不是不

要制造业， 而是制造业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从价值链的视角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服务型

制造的内涵。 一个典型制造企业的经营活动除了

包括加工制造外， 也包括研发、 设计、 物流、 分

销、 安装、 维修等服务性质的活动， 这些活动构

成价值增值的链条。 可以看出， 制造业本身就包

含服务活动。 那么， 是否所有在制造企业内部发

生的服务活动都可以成为服务型制造呢？ Baines
and Lightfoot （2013） 将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活动
划分为 3 种类型： 第一类， 基本服务： 聚焦于产

品的提供 ， 它建立在生产能力运用的基础之上

（例如， 我们知道如何制造产品）， 包括产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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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供， 备用零件提供， 质保等； 第二类， 中等

服务： 聚焦于产品状态的保持， 它建立在将生产

能力应用于产品状态的保持之上 （例如， 因为我

们知道如何制造产品， 我们就知道如何维修它），

包括预定的保养、 技术求助台、 维修、 彻底检修、

运送到目的地、 安装、 操作员培训、 操作员认证、

状况监测、 实地服务等。 第三类： 高级服务， 聚

焦于通过产品性能展现的服务， 它建立在将生产

能力转变为管理产品性能的能力之上 （例如， 因

为我们知道如何生产产品， 我们就知道如何使产

品保持运转）， 使产品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使用价值

甚至增加新的价值， 包括客户支持协议， 风险和

报酬分享合同， 通过使用获得收入的合同， 租赁

协议、 个性化定制、 各种增值服务。 从基本服务

到高级服务， 企业的预期产出是从简单地提供产

品转向提供一种能力、 从支持产品的服务转向支

持客户的服务。 至此， 我们可以给服务型制造下

一个定义：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共生发

展的新型产业形态， 制造企业通过优化和创新生

产组织形式、 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 由加工

制造环节向价值链两端的服务型环节延伸或加强

服务型环节， 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

的比重， 从而实现以加工组装为主向 “制造+服
务” 转型， 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 “产品+服务”

转变， 在提高产品带给用户附加价值的同时， 实

现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提高。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到， 服务型制造需要具备

3 个特点： 第一， 提供服务的主体是制造企业 。

例如， 工程承包商承接总承包项目， 虽然是服务

性质的工作， 但主体不是制造企业， 这类服务活

动不认为是服务型制造 。 第二 ， 制造企业提供

的服务不是独立存在的 ， 而是依托于物质产品

之上的 ， 服务与物质产品无法分割 。 例如， 制

造企业成立了一个金融投资公司 ， 投资公司的

服务活动与该制造企业的产品无关， 也不认为

是服务型制造 。 第三， 服务型制造中所指的服

务不是简单使产品可以使用的服务 （初级和中

级服务）， 而是在此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高产品

用户的附加价值的服务 （高级服务）。 例如， 制

造企业为用户提供安装 、 培训 、 维修等服务 ，

这些服务是为了保障产品能够正常的运转或使

用， 也不认为是服务型制造。

2．服务型制造的广义理解
前文我们讨论了服务型制造的内涵和特征，

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常常不存在服务型制造

的清晰标准或界限。 如果基于产品的高级服务不

是制造企业的部门、 分公司提供， 而是由它的子

公司提供， 这是否算是服务型制造？ 如果这些高

级服务是由它的供应商、 分销商或其他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提供呢？ 例如， 2010 年戴姆勒集团推出
Car2Go 共享汽车服务 、 2011 年宝马汽车推出
DriveNow 共享汽车服务， 在这块新业务上， 奔驰

和宝马不靠销售汽车获得收入， 而是依靠附加于

自己所生产车辆之上的租赁服务获得收入， 这显

然属于前文所说的服务型制造。 但是目前社会上

也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

的汽车分时租赁公司， 他们并不自己制造汽车，

但是提供与奔驰、 宝马几乎一样的共享汽车服务，

这是不是服务型制造？ 同样， 现在国内火爆的共

享单车也是由独立的分时租赁公司提供的， 如果

自行车、 汽车制造厂商推出同样的服务， 那么是

否只有后者才属于服务型制造？

从产业层面上讲 ， 无论是制造企业本身提

供更多的基于制造产品的高级服务 ， 还是由专

业化的服务企业提供基于制造产品的高级服务 ，

由制造产品延伸 、 衍生出的服务的总量和基于

服务的销售收入都会增加， 因此在产业层面看，

制造业也呈现出 “服务化 ” 的趋势。 为了区别

于前文所说的服务型制造 ， 我们把它称为广义

的服务型制造。

广义的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个部

门之间的重合部分。 从形成方式看， 它既可以是

制造企业向服务环节延伸， 提供更多的服务内容，

也可以是服务企业向制造业延伸， 开发生产制造

产品 （详见图 1）。 对于后者， 近年来美国出现一

轮新智能硬件革命并影响到我国， 一些传统的互

联网企业开始向上游延伸， 开发生产能够与自身

互联网业务形成战略协同的硬件产品， 如 Amazon
做 Kindle 电子书、 智能音箱， Google 做手机、 智

能眼镜、 无人驾驶汽车， 微软做 Surface 平板电
脑； 国内的 360 做手机， 乐视做手机和电视， 百

度也积极进入无人驾驶汽车领域。

由于服务型制造是 “制造+服务” 的组合 ，

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因此在实践中越来越

图 1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资料来源： Baines and Lightfoo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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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区分服务型制造中的制造与服务。 在行业层面

制造与服务难以区分： 从行业统计的角度看， 如果

基于产品的服务活动是发生在制造企业之中的， 则

记作制造业的增加值； 如果这些服务性质的活动从

制造企业独立出来或者由专业化的服务企业 （如设

计公司、 营销公司等） 来提供， 就成为服务业的产

出。 服务和制造活动对于完成工业产品的生产及其

价值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 只是由于国民经济统计

的需要， 把制造活动与服务活动分割开来。 从企业

内部来看， 制造与服务难以准确统计。 在推动服务

型制造发展的过程中， 一些企业将服务作为促进实

物产品销售的手段， 并不直接从服务中获得收入。

例如， 智能手环可以给用户提供健身、 睡眠等统计

数据和建议， 但是由于这些服务都免费的， 无法准

确统计服务为企业创造的价值。 还有一些生产实物

产品的企业采取买服务送产品的模式， 例如， 一些

航空发动机公司由销售发动机转变为销售保证发动

机正常运行的时间。 在这一情况下， 企业的收入全

部来源于服务活动， 很难区分制造为企业创造了多

少价值。

在实际工作中， 服务型制造常常与生产性服

务业相混淆。 生产性服务业 （Producer Services）
由美国经济学家 H.Greenfield 在 1966 年率先提
出， 是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 即可用于商品

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 且不属于最终消费的服

务， 包括科研开发、 管理咨询、 工程设计、 金融、

保险、 法律、 会计、 运输、 通讯、 市场营销、 工

程和产品维修等多个方面。 与服务型制造相比，

生产性服务业有几个显著的不同： 第一， 范围更

广。 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不局限于制造业， 可以

是农业、 建筑业、 采掘业、 公用事业以及其他服

务性行业等更为广泛的经济部门。 第二， 对象不

同。 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企业， 是为商品

和服务进一步生产而提供的服务； 而服务型制造

的服务对象既可以是企业， 也可以是最终个人用

户， 是为了增加产品带给用户的价值。 第三， 分

工程度不同。 在企业组织形态上， 从事生产性服

务业的企业多是独立的服务企业， 因此生产性服

务业属于服务业范畴； 而从事服务型制造的企业

以制造企业为主， 因此服务型制造多看作制造业。

（二） 服务型制造的普遍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 服务型制造只是少数高端

产业中的行业领先企业的事情， 大部分产业没有

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条件， 大多数企业也没有必要

发展服务型制造。 实际上，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

实践层面来看， 服务型制造在几乎任何一个产业、

任何一个企业都大有可为。

在许多情况下，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所需要

的并不是产品本身， 而是产品所能提供的功能或

使用价值 （效用）。 因此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

(1998) 指出， 客户购买和考虑的价值， 并不是产

品本身， 而是产品能带来的效用。 营销大师爱玛·

赫伊拉更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们卖的不是

牛排， 而是牛排的滋滋声。” 例如， 用户购买电

钻， 是为了打出符合规格的孔； 电视是为了收看

视频节目； 汽车是为了实现商品、 货物和人的空

间位置移动； 机器是为了加工生产出各种产品。

企业销售产品， 个人用户或企业用户购买产品，

实际是买卖之间物品所有权的转移。 用户所需要

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所提供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

所有权属于谁对于用户效用大小的关系不大。 所

以企业如果不是销售产品， 而是销售基于产品的

服务， 对一般的用户而言没有什么差别。 不发生

产品所有权的转移但是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功能

就是制造业服务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当然在实际

经济生活中， 直接由销售产品转向完全提供服务

的企业不多， 更多的是介于二者之间， 在产品上

附加更多增值服务的情况。 许多传统产业完全可

以通过增加各种各样的服务， 为用户创造更多的

价值 （见表 1）。

同样从用户的角度看， 工厂的目的不是为了

生产产品， 而是为了提供产品之中的效用。 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 制造企业会愈发数字化和智能

化。 如果未来企业打造出智能工厂， 借助于机器

人、 3D 打印机生产线实现高度柔性化， 工厂有可

能变为一个生产能力共享的平台。 用户在 PC 端
自行设计、 在手机端下单就可以让工厂为他们定

制化生产， 在这一过程里用户购买的其实就不是

表1 传统行业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典型做法

行业 服务型制造的做法 代表性企业

酿酒

公司

酒的外包装根据各种节日、 纪念日、 庆

典、 特定人群进行个性化设计、 印刷
江小白

服装

产业
给用户量体裁衣个性化定制 红领西服

化肥

企业

从原来大规模生产各种大宗常规化肥， 向

对规模化种植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服务，

即在测量土壤肥力的基础上， 根据作物品

种、 生长阶段的不同， 开发生产不同成分

的肥料， 并制定施肥方案

美盛化肥

化工

企业

根据下游企业的产品用途， 为他们专门开

发设计产品配方、 加工工艺
杜邦

汽车

企业
开展汽车分时租赁服务 戴姆勒、 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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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而是生产产品的服务， 工厂的生产线实现

了共享。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 服务型制造成为制造

企业转型的方向。 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

技术先进、 劳动成本高， 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

环节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许多

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创新优势向技术开发、 创意

设计、 个性化需求满足等服务型活动转型， 制造

业的价值分布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转移， 产品

开发、 改进、 销售、 维护、 运营、 售后、 回收等

服务性活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发达国家普遍存

在 “两个 70%” 的现象， 即服务业产值占 GDP 比
重的 70%， 而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

70%。 在制造服务化程度最高的美国， 制造与服

务融合型企业占制造企业总数的 58%。 在世界

500强企业中， 56%的企业从事服务业， 美国制造

与服务融合型企业已占其全部制造企业总数的

58% （赵剑波， 2016）。 美国通用电气 “技术+管
理+服务” 模式创造的产值已经占到企业总产值的

2/3 以上， 而 IBM 则已经完全转型为信息系统解
决方案和认知服务提供商， 硬件收入只剩总收入

的大约 10%。 随着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服务活动对制造企业利润的贡献不断提高。 根据

德勤公司 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在其调查的全

球 80家跨国制造业企业中， 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

入的平均值为 26%， 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则

达到 46%， 尤其在航空和国防领域、 汽车制造领

域、 工业自动化领域、 通信设备制造领域、 生命

科学和医药设备领域， 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企业利

润的重要来源。

二、 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新机遇

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是分工深化、 需求变化、

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制造业服

务化等相关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是与信息
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的， 正在兴起的新一轮工业

革命将给服务型制造带来新机遇。

信息技术是服务型制造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服务型制造在 ICT 产业领域最为普遍。 例如， 手

机的用户界面定制、 在线音乐视频、 各种 APP 开
发应用； 计算机、 服务器、 交换机企业基于自家

产品为用户设计建设信息网络； 电视企业提供视

频网络点播服务。 在信息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

制造企业很难监测自家设备的运营状况， 也很难

掌握个体用户的对产品使用状态和身体状况。 在

物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推动下， 制造企业

可以实时监控产品的工作状况， 即时预警出现的

故障并提供快捷的技术支持； 通过大数据分析，

可以改进产品参数， 提高运行效率， 提出产品维

护和更新的建议。 信息技术提升了创新设计效率

和制造效能， 通过建立分散的消费者与制造企业

紧密的联系， 生产企业在获得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后， 依托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开发系统和高度柔

性化的生产线， 能够为用户提供按需定制。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

范围内兴起， 也有人称之为 “新工业革命”。 关于

新工业革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 2012 年 4 月英国
Economist 杂志刊出的以 “第三次产业革命” 为题

的特别报道： 开始于 18世纪晚期英国纺织工业的
第一次产业革命中， 机械化使纺织工厂替代了家

庭作坊， 随后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制作蔓延至整个

世界； 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

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开启了大规模生产 （福特

制） 时代； 目前方兴未艾的则是第三次产业革命，

以制造业的数字化为主要标志。 里夫金 （2012）
从通信技术与能源结合的角度认识工业革命： 第

一次工业革命是印刷术+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信技术+燃油内燃机/电气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

德国工程院、 弗劳恩霍夫协会、 西门子公司等德

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在 2013 年 4 月的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上提出 “工业 4.0” 战略， 认为， 第一次工业

革命开始于 1784年第一台纺织机的诞生， 水及蒸

汽为动力的机械制造设备引入； 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伴随着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电力驱动的大规模生

产， 以 1870年第一条流水线在辛辛那提屠宰场使
用为标志；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始于 1969 年第一台
PLC 莫迪康 084， 电子和 IT 技术使工业生产进入
自动化时代； 最近开始的则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此外， 日本政府在 2016 年 1
月决定的五年科学技术政策基本指针 “第 5 期科
技技术基本规划 ” 中提出了社会 5.0 （ Society
5.0）， 即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狩猎社会、 农耕

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后， 正进入 “超智慧

社会”。

我国政府接受的是 “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提

法。 2016 年 1 月 27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李

克强总理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 ” 进行了解读 ：

“所谓 ‘四次工业革命’， 大致划分第一次是 ‘蒸

汽革命’， 第二次是 ‘电气革命’， 第三次是 ‘信

息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现在使用的词叫做

‘物理信息融合’， 主要讲的其实就是 ‘互联网+’，
里面的内容是大数据、 云计算、 智能机器人和 3D
打印技术等等， 并由此掀起新一波汹涌澎湃的创

新浪潮。” 他提出，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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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程度， 仅仅靠工业化信息化结合已经不够了，

人们的需求变化日益灵活化， 工业生产需要更快

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满足客户与消费者花

样百出的个性化需求。”

新科技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 ， 这一轮新型

工业革命是由是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一

组通用目的技术 （GPTs） 群推动的， 如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 云计算 、 大数据 、 物联网 、 人工

智能 （AI）、 虚拟现实 VR （AR、 MR）、 智能传

感器 、 高性能机器人 （更具成本竞争力 ）、 3D
打印、 新材料 (石墨烯 )、 生命科学等 。 这些通

用目的技术使生产方式、 组织方式、 商业模式、

产业业态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变革 。 信息

化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制造企业给用

户提供更多服务成为可能 。 无论德国工业 4.0、
美国工业互联网 ， 还是日本机器人战略 ， 都强

调通过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高度融合 ， 构建

资源、 信息、 物品和人紧密联系的信息物理系

统 ， 实现制造产业价值链子系统的互联互通 、

协同运行 ， 提升制造业的体系性服务能力 。 在

传感器 、 移动通信 、 大数据等技术的支持下 ，

制造企业可以监控产品的运行状态 、 收集用户

使用产品的数据 ， 进而给用户提供产品使用的

建议或方案。

图 2是信息技术促进服务型制造的一个简单示
意图。 在由研发设计/原材料和零部件到最终产品
使用的价值链中 ， 信息技术可以在各个环节衍

生出增值服务 。 例如在研发设计环节 ， 云计

算 、 3D 打印 、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降低产品开

发成本 ， 信息技术可以降低通讯成本 、 减轻信

息不对称问题 ， 从而使用户更加容易地参与产

品创新； 研发部门可以获得更加充分的用户使

用产品的信息 ， 实现按需定制开发 。 通过与生

产企业之间实现数据共享， 供应商可以实时掌

握物件消耗情况 ， 实现以销定产； 供应商与生

产企业之间、 供应商之间开展协同制造 。 在生

产环节 ， 基于机器人 、 3D 打印 、 大数据 、 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生产线具有更高的柔性， 使得

规模经济的重要性下降 、 内部范围经济的作用

提高 ， 通过产品 、 服务销售信息的及时反馈 ，

生产环节可以实现以销定产， 即由过去企业生

产主导的生产过程转变为客户导向的生产过程。

在产品使用阶段， 生产企业可以监控产品的运行

状态， 从而提供更加实时的技术支持， 基于产品

运行状态提出维护和更新建议、 提供产品使用的

优化方案。

图 2 信息技术促进服务型制造示意图

三、 服务型制造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意义

（一） 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巨

大的挑战， 包括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 全要素生

产率下降、 生态环境压力约束严峻、 节能减排压

力巨大、 传统国际竞争力削弱等。 改革开放以来

支持我国制造业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消退， 我国

的绝对工资水平已超过印度、 印尼、 越南、 菲律

宾等周边国家， 即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与周边国家相比也已

不具有优势 。 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鄄
nomics） 的一份跨度为 2003 年至 2016 年的研究

报告： 如果将生产率纳入考量范围， 美国制造业

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劳动力成本仅比中国高 4%，

不仅远低于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德国等发达国家，

比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要低。 从国际环境看， 国

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特朗普当选总

统后在 “美国优先” 政策导向之下， 连续否决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宣布重新磋商 NAF鄄
TA、 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提出将公司税率从

35%降低至 15%、 一次性的利润汇回税、 取消税

率为 3.8%的净投资所得税， 威胁实施一系列贸易

保护政策， 给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造成巨大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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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 “后发优势”，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融入全球

生产网络， 摘取到了国际制造能力和技术扩散这

棵不断开枝散叶大树上的 “低垂的果实”， 降低了

中国压缩式工业化的成本。 随着近年来工资等生

产要素价格的快速、 持续上涨， 我国制造业建立

在低生产要素成本之上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渐削弱，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在迈向 “制造强国” 的征途上， 可供借鉴的现成

经验及能够模仿的内容， 已经越来越少， 很难再

采取以往承接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式接受其技术溢

出， 而只能依靠自主创新， 加快实现从追随者变

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面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和世界竞争格局的调整， 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

业战略， 促进中高技术产业回流和新兴产业的发

展， 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吸

引国外直接投资， 从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 我国工业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从高端和发展

中国家从低端的 “双端挤压”。

（二） 坚持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

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服务业已经成为最大的

经济部门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 并且是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 而制造业存在占地多、

能耗大、 排放高、 污染重等诸多问题， 因此可以

接受目前制造业增速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下滑的

发展趋势， 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是产业结构优化的

表现。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片面性。

第一， 制造业对经济增长仍然不可或缺。 从

表 2 可以看到， 尽管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

低， 但 2015 年仍占 35.0%， 工业和制造业的作用

是其他产业部门短期难以替代的。 从表 3 可以看
到， 2015 年， 我国商品出口顺差 5 939 亿美元，

而商业服务逆差高达 1 808.5亿美元， 且呈不断增

加的趋势。 如果制造业竞争力衰退， 净出口可能

进一步减少， 拉低 GDP增速。

第二， 产业结构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尽管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到一定发展阶段

之后， 工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 服务业比重提高。

但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 并不是服务业比重越

高越好， 必须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从表 4 可以看
到， 在世界几个制造业大国中， 德国制造业比重

仍有 23%， 韩国制造业比重超过 30.2%， 而 2013
年我国制造业比重就已下降到 30%以下。 但如果

比较人均 GDP 水平可以发现， 我国与德国、 韩国

还存在巨大差距。

第三， 制造业是服务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支

撑。 服务业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制造业

的高度发达能够衍生出更多的服务化需求， 反之，

没有了先进的制造业， 服务型制造也就成了无源

之水、 无本之末。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绝非以放弃

制造业为目的的 “去制造化”， 服务型制造本质上

是通过服务使产品给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 其发

展基础还是高质量的工业产品。 一般而言， 服务

业无论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低于制造

业， 如果一般性的生活性服务业比重提高， 势必

会拉低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反之， 通过制

造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实际上

可以逐步改变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和服务业技术水

平偏低的状况， 推动整个经济的创新驱动转型。

表 2 三次产业和主要行业贡献率

（单位：%）

年

份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 工业

第三

产业

# 批发和
零售业

# 金融业

2007 2.7 50.1 43.8 47.3 11.2 7.9

2008 5.2 48.6 43.4 46.2 13.7 6.0

2009 4.0 52.3 40.7 43.7 11.1 8.6

2010 3.6 57.4 49.6 39.0 12.3 4.4

2011 4.2 52.0 45.9 43.8 11.4 5.0

2012 5.2 49.9 41.9 44.9 11.7 7.3

2013 4.3 48.5 40.5 47.2 12.4 8.4

2014 4.7 47.8 39.2 47.5 12.5 8.7

2015 4.6 41.6 35.0 53.7 8.4 15.0

表 3 中国商品和商业服务进出口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商品 商业服务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2008 14 306.9 11 325.7 2 981.3 1 446.8 1 554.8 -108.0

2009 12 016.1 10 059.2 1 956.9 1 216.1 1 451.4 -235.3

2010 15 777.5 13 962.5 1 815.1 1 536.1 1 818.2 -282.2

2011 18 983.8 17 434.8 1 549.0 2 002.9 2 467.8 -464.9

2012 20 487.1 18 184.1 2 303.1 2 005.9 2 802.6 -796.7

2013 22 090.1 19 499.9 2 590.2 2 057.8 3 294.2 -1 236.4

2014 23 422.9 19 592.3 3 830.6 2 794.2 4 508.1 -1 713.8

2015 22 734.7 16 795.7 5 939.0 2 854.8 4 663.3 -1 808.5

2016 20 981.6 15 874.3 5 107.3

表 4 2014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单位：美元，%）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中国

2015 年人均 GDP 56 116 34 524 41 179 27 222 8 069

制造业比重 12.3 17.7 23 30.2 29.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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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实现。 2015 年， 中

国人均 GDP 8 069 美元， 仅相当于美国的 14.4%，

日本的 23.4%。 根据黄群慧等 （2017） 的最新研
究， 2015 年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预计到

2020年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 2030 年全面实现工
业化。 同时， 中国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还很低。

根据李钢 （2014） 的研究， 2008 年， 美国生产性

财富是中国的 3.6倍， 日本是中国的 2.4 倍， 就人

均财富而言， 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 因此，

坚持制造业发展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三） 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意义

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 同时又要坚

持制造业的发展， 那么中国制造业路在何方？ 我

们认为， 服务型制造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方向。

1．服务型制造对制造企业意义重大
第一， 服务型制造增强企业竞争力。 工业产

品科技含量提高和技术升级加快、 产品本身的高

技术化趋势越来越显著， 从而造成产品结构越来

越复杂， 企业需要增加对产品研究开发的投入，

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服务化也是制造企业的

差异化。 第二， 服务型制造是新的增长空间。 对

一些用户来说， 由于不具备复杂产品使用、 保养、

维修的能力， 需要制造企业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

还有一些用户出于专业化经营的考虑不愿意自己

从事保养、 维修甚至使用等活动， 就把这些活动

委托给制造企业。 第三， 服务型制造满足用户个

性化需求。 如果制造企业能够通过在提供产品之

外提供更多的额外服务， 即提供 “产品+服务” 的

组合， 就能带给用户更大的价值， 从而也使自家

的产品更有吸引力。 第四， 提高制造企业的附加

值和利润。 制造环节的日趋标准化、 自动化， 使

该环节的利润不断下降， 形成产品差异的环节向

价值链上游的研发、 设计和下游的品牌、 售后服

务转移， 因此制造业的高价值环节从制造环节为

主向服务环节为主转变。

2．服务型制造对国家意义重大
第一， 服务型制造有利于增强制造业竞争力。

服务型制造具有定制化的特点， 因此容易形成服

务的差异化、 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 而且以技术、

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型制造能力难以模仿和复制，

有望形成我国制造企业新的竞争优势来源。 第二，

服务型制造有利于绿色发展。 服务型制造具有资

源、 能源消耗少， 排放少、 环境友好的特点， 能

够使整个制造业更加清洁。 第三， 服务型制造有

利于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 加工制造环节上游的

研发、 设计服务， 可以改进产品的技术、 设计、

质量； 加工制造环节下游的服务， 可以进一步增

加产品带给用户的价值和带给制造业本身的附加

价值， 提高利润率。 第四， 有利于带动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 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般高

于服务业 （特别是生活服务业）， 产业结构过程中

工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 服务业比重上升还会带

来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即拉低整个经济

的生产率水平。 所以我们期待服务业的比重上升，

实际上期待的是高技术、 高附加值的服务业， 而

不是低端服务业。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最活跃， 生

产率最高的部门， 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是与先进技

术的大量使用相伴的， 基于产品的高级服务中许

多本身也是高技术服务。 服务型制造带动企业附

加值的增加， 在宏观上表现为同等投入下产出的

增加。 可以说， 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制造企业竞

争力和收入、 利润增长的主要源泉。 促进中国制

造业由生产型制造为主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不但

可以减少制造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而且可

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价值。

3．服务型制造符合国家的经济战略导向
第一， 服务型制造是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途径。 2015 年 11 月 10 日， 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

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发展服

务型制造是从供给侧发力、 改善工业和制造业产

品供给状况的重要途径。 第二， 服务型制造是新

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内容。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 “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经济发展必

然会有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 当传统动能由

强变弱时， 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

形成新的 ‘双引擎’， 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跃

上新台阶。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

期， 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 ， 加快发展新经济。”

“十三五” 规划纲要也强调 “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

能”。 “新动能” 的含义包括新的增长动力， 从要

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的竞争优势， 从低成本

优势转向综合竞争优势； 新的产业， 从传统产业

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新的价值链地位，

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

而服务型制造无疑具有这些新特征， 是经济增长

的 “新动能”。

四、 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条件与对策建议

（一） 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的优势

第一， 我国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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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水平、 覆盖以及智能终端普及率等方面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机

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智能制造正在加快推广， 这

就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第二 ，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 ， 有利于发挥网

络效应 ， 建立数量庞大的用户基础 ， 因此更有

利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 。 我国的互联网行业无

论是企业数量 、 企业规模还是商业模式的发展

水平都处于世界前列 。 以百度 、 阿里巴巴 、 腾

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在支撑他们内部业务发

展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云服务和大数据能力 ，

这些技术的对外商业化进一步优化了制造业服

务化的发展环境 ， 同时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也培

养了一大批具有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的高

端人才， 为制造业企业的 “互联网+” 和服务化
转型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三， 相对于以大规模生产为特点的制造业，

服务型制造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不明显， 其中一部

分还是针对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业务， 因此我

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规模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弥补。 服务型制造有典型的地域色彩， 每个

国家、 地区的市场需求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跨国

公司一方面不如国内企业熟悉我国国内需求， 另

一方面业务主要聚焦于大城市的大客户， 没有力

量覆盖三四线市场， 这就为我国制造企业提供了

用服务弥补技术差距的空间。

第四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世界第一

（2009 年超过美国）， 由于附加值低， 如果按照实

物量衡量更是远远超过美日德。 2012 年， 在世界

同类产品总产量中， 中国粗钢产量已占 46.3%，

煤炭产量占到一半， 水泥产量占 60%以上， 化纤

产量占 70%； 汽车产量占 25%； 造船完工量占到

41%。 中国也是产业门类、 产业配套体系最完善、

制造产品种类最丰富的国家。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离岸外包， 国内已不具有完

整的制造体系。 因此， 相对于发达国家， 中国发

展服务型制造既具有制造业的支撑， 更具有丰富

的应用场景。 目前， 德国在推动工业 4.0 战略、

美国在推动工业互联网战略， GE 和西门子分别发
布了它们各自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Predix 和 Mind
Sphere， 但是由于缺乏丰富的应用场景， 中国制

造业的许多问题是它们所不能解决的， 这就给中

国开发自己的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提供了基础，

有望使中国摆脱桌面操作系统受制于人的状况。

通过发展完善自己的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 将使

在数字化、 智能化、 网络化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安

全得到保障。

（二） 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 2015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 《中国制造 2025》 指导思想
中提出 “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在

战略任务和重点中提出 “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

生产性服务业”， 具体包括 “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

同发展， 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促进生

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推动发展服务型

制造。 研究制定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意见，

实施服务型制造行动计划。 开展试点示范， 引导

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 从主要提供产

品制造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 鼓励制造业企业

增加服务环节投入， 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 全生

命周期管理、 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

承包服务转变， 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转变。 鼓励优势制造业企业 ‘裂变’ 专业优势，

通过业务流程再造， 面向行业提供社会化、 专业

化服务。 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建立企业财

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 推广大型制

造设备、 生产线等融资租赁服务。” 可见， 《中国

制造 2025》 不但将服务型制造作为制造业结构优
化调整的方向， 而且提出若干种服务型制造的具

体模式。 在 2015年 12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要培育发

展新产业， 加快技术、 产品、 业态等创新， 支持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等产

业成长。 按照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服务化

的方向， 实施好 《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
行动计划， 积极发展健康、 教育、 养老、 旅游等

服务业。” 作为 《中国制造 2025》 “1+X” 的组成
部分①， 2016 年 7 月 12 日， 工信部、 国家发改

委、 工程院联合发布 《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

指南》 （工信部联产业 〔2016〕 231 号）， 一是更

明确地总结和提出创新设计、 定制化服务、 供应

链管理、 网络化协同制造、 服务外包、 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 系统解决方案、 信息增值服务、 相

关金融服务、 智能服务等 10 种典型的服务型制造
模式； 二是提出实施 “5155” 示范， 计划在三年

之内， 培育 50家服务能力强、 行业影响大的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 支持 100 项服务水平高、 带动

作用好的示范项目， 建设 50 个功能完备、 运转高

效的公共服务平台； 遴选 5 个服务特色鲜明、 配

套体系健全的示范城市。

目前， 我国的服务型制造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势头， 一批制造业企业积极向服务环节延伸， 同

时也有许多新兴的服务型制造企业不断涌现。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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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Xiaohu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is a new concept creat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it. At present，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th the enterprises and for the whole country. China has unique advanta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enterprises at the policy level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ssembly to "manufacturing + service" ,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ales of products to sales of "products + ser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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