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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士后制度是19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
酿实施博士后制度。
1985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
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
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
1992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2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
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冻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
距。
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
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
在短短20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
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
了自己的伟大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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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研
究成果，《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系的量化研究》综合运用多 种研究方法，宏观方法和
微观方法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
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分类、现状分析等方面 入手，运用计量经济学和
统计学分析软件，围绕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长
期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对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的相关指标进行数据分 析。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和
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等方面的相互关系。
在定 性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多重研究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关系
展开了系统定量分析，通过文献回顾与提出假设，综合分析产业结构和服务 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并
进行了指标选取，查找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和
文献成果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实证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的Eviews分析软件
和统计学的SPSS分析软件，通过检验分析推导出四个有新意的论点或者发现
。
一是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分类和现状进行了数据分析，证明了中国房地产 业属于消费性服务业、科技
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二是分析并构建了生
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型。
 三是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关系，以
及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 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模型。
四是通过检验分析，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结
构变动与中国制造业升级之间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 体系是当前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关键纽带。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系的量化研究》由沈家文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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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家文，1970年出生于江苏，中共党员，研究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在站），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理学硕
士，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
1992年7月在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建造师，英国特许建造
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正会员。
2007年脱产学习，专注于经济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在攻读博士期间获优秀三好研究生、优秀毕业研
究生等七项校级表彰；至今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20篇论文；在香港理工大学、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东北亚开发研究院、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等单位从事研究工作，参加了中央党校
、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部门、北京大学等部门的多项科研课题。
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战略管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意义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生产性服。
务业研究现状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
 第二节 产业结构相关研究回顾
  一、产业结构的内涵
  二、产业结构与服务业关系的研究
 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动态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业互动关系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
  四、生产性服务业外包与产业结构关系
  五、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影响关系
  六、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经验分析
  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动因
 第四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方法
第三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与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分类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第三节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生产性服务
  特征分析
  一、基于中间需求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定义
  二、中间需求率
  三、结果分析
 第四节 中国房地产业的生产性服务特征分析
  一、投资结构的视角
  二、消费结构的视角
  三、中间需求率的视角
  四、原因分析
 第五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结构现状
  二、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分析
 第六节 本章结论
第四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系分析
 第一节 假设提出
 第二节 研究方法
 第三节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标
  三、数据采集小结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

 第四节 实证检验
  一、样本描述
  二、单位根检验
  三、协整分析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第五节 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第六节 本章结论
第五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系分析
 第一节 假设提出
 第二节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现状分析
 第三节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标
  三、数据来源
 第四节 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第五节 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第六节 本章结论
第六章 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第一节 假设提出
 第二节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
  三、数据来源
 第三节 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分析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第四节 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第五节 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的影响机制模型
 第六节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第七节 本章结论
第七章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
 第一节 假设提出
 第二节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三次产业结构指标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标
  三、数据来源
 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三次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结构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结构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三产业结构
  四、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影响关系模型
 第四节 三次产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第一产业结构与第二产业结构的关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

  二、第一产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第二产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结构的关系
  四、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影响关系模型
 第五节 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模型
 第六节 本章结论
第八章 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关系分析
 第一节 假设提出
 第二节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制造业升级指标
  二、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变动指标
  三、数据来源
 第三节 实证检验
  一、协整检验
  二、格兰杰检验
  三、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第四节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的关键
 第五节 本章结论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主要工作
 第二节 创新点
 第三节 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

章节摘录

　　外向型经济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开放型经济则
以降低贸易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度为主。
开放型经济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不仅发挥比较优势，更发展竞争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要由单纯追求数量转向注重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全面、协调、平稳、可
持续的发展。
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面对一个重大而现实的理论问题：如何发挥优势？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禀赋优势，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够转化为
竞争优势。
如何将比较优势发展成为竞争优势，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经具备大力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条件，可以更多地依靠企业自
主创新来提高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
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推动：　　（1）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
产学研相结合，就是要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中
的作用。
近百年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创新是一个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企业最贴近
市场，在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具有优势，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建设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技术创新是资金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企业活动，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从基础研究、实验开发，
再到成果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亟须资本市场的支持。
完善、高效的资本市场制度是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发展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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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关系的量化研究》基于产业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等多种
学科的文献成果，综合应用多种研究方法，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分类、现状分析等方面入手，围
绕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的长期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应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分析软件，对生产
性服务业、产业结构的若干指标进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推断出生产性服务业
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模型、生产性服务业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关系模型，以及生产性服务业
结构变动与制造业升级的相互关系，丰富了经济学领域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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