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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年初，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严峻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通过外需的快速萎
缩向我国实体经济传导；国内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问题在经济增速回落时也更加凸显。
面对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工业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我国以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流通服务、商务
服务、科技服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
出了贡献，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招标课题”的形式成立了课题组，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专题
研究，目的是认清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发展趋势，找出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提
出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课题负责人和协调入是办公厅的来有为博士；宏观经济研究部的李建伟博士、金融研究所的陈道富博
士、办公厅的袁东明博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的张新海博士，商务部政策研究室
的何亚东博士是课题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的马骏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宋芳
秀副教授也参与了课题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玉啥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任兴洲所长对课题研究给予了
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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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客观的、渐进的过程。
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应对
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中长期挑战的必然选择。
    本书全面介绍了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对服务外包、服务全球化、产业集群、
产业联盟、国际产业转移、商业模式创新等进行了剖析，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政策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书中针对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和产业自身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并详细阐述了
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对帮助我国企业客观认识
产业发展趋势，并利用先进、有效的竞争战略和商业模式提高市场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以作为有关部门、各省区市和地方制定经济或产业发展规划的参考资料，也可供企业界和从
事经济工作的读者朋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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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

章节摘录

　　（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引领上海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1.上海强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　　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上海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
上海市大力发展8个重点领域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采取政策措施强力推进，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具体
包括：总承包总集成、第三方物流、服务外包、节能环保服务、融资租赁、研发与创意服务、咨询服
务、专业售后服务。
不少传统制造企业逐渐从单一的生产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企业转型。
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引领上海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例如，上海电气集团在销售制造业产品的同时，加大工程总包、金融贸易等增值服务力度，预计
到2010年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将从2006年的20％提高到50％。
其他大企业集团也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宝钢集团拥有业内权威的钢材电子交易平台“东方钢铁
网”，上汽集团旗下“安吉租赁”已成为国内汽车租赁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
　　2.2008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回升快的特征　　2008年，上海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实现
增加值7350.43亿元，同比增长11.3％，超过了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3400.24亿元，同比增长11.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0.4％；服务业利用外资加快增长，全年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达68.35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达到67.8
％。
　　2008年以来，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呈现出受影响晚、回升快
的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幅不仅高于上海市GDP增幅，也高于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幅。
根据对上海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统计，2008年实现营业收入3188.94亿元，同比增长14.3％；实现利
润272.15亿元，同比增长13.2％。
金融、物流、商贸、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带动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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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套丛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及热点、难点
问题深入调研后完成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广大读者参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
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为党中
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同时.还与国内外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
界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以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拥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和高素质专家.他们围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完成许多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改进科研管理.加强学术交流，进一步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
为了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和影响力.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从可以公开发表的研
究课题中，选出一些优秀成果，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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