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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制造业正面临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服务化战略是中国制造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服务化战略既包括发展服务型

制造，也包括发展制造服务业。到 2025年，为实现制造强国，我国应建立全球服务型制造基地和全球制造服务外包中心；同时，

服务型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必将整合形成为实力强大的现代服务化大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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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is on the key stage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Servit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developing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To 2025, in order to make a manufacturing power, China should build the global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base and global manufacturing service outsourcing cen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and manufacture-related service industry will be integrated to a powerful modern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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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制造业正面临战略转型关键阶段

2011 年我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110 118.5 亿元

人民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第一大国。2012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161 326 亿元人民币，占

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80.8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31.06  %。2013 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

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 29.04 %，工业制成品出口

占货物出口总量的 95.1 %[1]。制造业已经成为直接关

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性产业。

虽然我国制造业现已体量庞大，但仍面临着几

个重大的形势转变。

1. 世界金融危机使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重新

高度重视制造业，例如，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

战略，德国提出了“工业 4.0”发展战略等，并辅

以强化的国际贸易保护行动，以巩固和重新掌控其

原本在制造业的领先优势。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新

一轮的国际化分工和市场划分。

2. 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大格局

下，我国出现大批“三来一补”企业，主要实施委

托加工组装，缺乏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核

心技术专利对外依存度高（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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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工业产品新开发技术约 70 % 属于外源性技

术 [2]），产业增加值率和利润率均较低。

3. 我国制造业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

军基础之上。多年来，产业利润主要源于“人口红

利”；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飙升，“人口红利”

日益减少，严重削弱制造业增长潜力。

4. 我国制造业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

为此，国家将实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制造业将

承受更为严厉的资源环境制约和“环保成本”压力。

为此，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从劳动和资源密集

型转向技术和服务密集型，从依赖于“人口红利”

和“资源红利”转向依赖“技术红利”和“服务红利”，

即要从单纯的注重生产制造环节转向增加值更高的

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环节。

二、服务型制造

（一）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

制造产业链大致可分为研发设计环节、生产制

造环节和销售服务环节。生产制造环节主要依赖于

劳动力和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研发设计和销售服

务环节则更多依赖于高级生产要素，即增长的人力

资本和显性或隐性知识的科学技术。因为所依赖的

生产要素不同，三大制造产业环节形成两端高中间

低的微笑型价值曲线，即高增加值的研发设计和销

售服务环节，以及低增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企业为强化市场

竞争力，必须从企业角度转向更多从消费者角度思

考问题，从产品生产过程转向更重视其使用过程，

从产品质量转向更重视服务质量，从强调技术创新

转向更重视设计创新和服务创新，从劳动和资本密

集转向技术和服务密集，即逐步转变成为服务型制

造企业。根据对研发设计环节和销售服务环节的关

注程度差异，服务型制造企业还可细分为研发服务

型制造企业和销售服务型制造企业。

多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利用其

掌控的生产资源和比较优势，通过深化国际产业分

工，控制产业链高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销售服务环

节，向落后国家转移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始终占

据着世界制造业的制高点和高比例利润。

能否转变生产经营模式，从低增加值的生产

制造环节向高增加值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环节发

展，直接体现制造企业和一国制造产业的市场竞争

能力和发展潜力。不抢占全球制造产业链的研发设

计和销售服务环节，即便可以成为制造大国，但也

绝不会成为制造强国。

（二）研发服务型制造

研发服务型制造强调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创新，

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不断提升的深层功能需求和个

性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长期主要实

行来料加工组装，缺乏核心关键技术，呈现高产值

低收益的现象。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主

要来源于技术引进，但难以引进真正的核心技术；

而且可引进的技术数量也在逐年减少。为实现制造

强国战略，制造业必须转变技术进步模式，逐渐从

技术引进到技术模仿、创造性模仿、改进型创新和

二次创新，最终实现包括原始性创新和集成创新在

内的自主创新。研发设计的投资风险大，收益周期

长，其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政府应该为制

造企业和研发设计服务企业提供较为稳定的相关经

费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多渠

道筹融资机制；同时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净化制

造产品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消除“劣币驱逐

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以鼓励研发投资，激励自

主创新，保护研发成果，维护竞争秩序。

（三）销售服务型制造

销售服务型制造强调产品的售后服务，强调

产品在使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中的服务质量。为

此，除去一般性的运输、安装和维护服务之外，

很多制造企业开始采用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包

括传感技术、非接触检测技术和远程信息传输技

术等，对重要产品实施实时远程监测和维护，以

提供全程服务。销售服务型制造提倡转变产品销售

模式，从销售改为租赁，甚至出现专营租赁的服务

公司。销售服务型制造企业还围绕产品，提供相关

技术集成和工程承包服务，包括提供成套设备、自

动化生产线、整个车间、整个工厂的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工程总包和“交钥匙”工程服务，以及相关的

咨询和融资服务等。

销售服务型企业还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

实现产品最终回收和再制造，形成再制造服务。

（四）服务型制造战略目标

到 2025 年，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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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包括：在组织层面，实现若干制造龙头企业和骨

干企业的自身服务化转型，以及众多中小制造企业

通过服务外包的服务化转型；在技术层面，应能够

研发制造业前沿技术和设计新型产品，能够满足消

费者个性化需求和实现柔性定制；在服务层面，应

能够提供产品远程监测和维护，能够提供一体化服

务方案和实现“交钥匙”服务工程；在市场方面，

应拥有良好销售服务平台，能够实现与消费者的“无

障碍”沟通。

三、制造服务业

（一）制造服务业的构成

制造服务业既包括面向生产者及生产过程的生

产性服务业，也包括面向消费者及消费过程的相关

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制造服务企业既包括从

传统制造企业中延伸和分化出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

部门，也包括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与制造业合作而

逐渐形成的专业化服务企业。当今制造企业的竞争

已经从单纯产品的竞争转向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制

造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需要联合研发设计和销

售服务企业；制造服务企业为扩大服务规模，需要合

作与融合制造企业。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

同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互补关系。制造业的发展带

动了制造服务业，制造服务业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二）制造服务业的战略任务

目前，我国制造服务业总体规模较小，还未形

成规模化的第三方服务市场。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

需要加速发展研发设计服务，大力开拓研发设计市

场，鼓励发展第三方研发设计企业，推进制造业与

制造服务业建设起协同创新体系；要融合发展制造

信息服务，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先进信息技术，开拓基于网络的综合信息共享平

台；要优化发展制造物流服务，优先培育与扶持全

国性供应链服务企业，建立物流企业运营联盟，制

定和推行物流运作协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要规范发展商业流通服务，规范商业流通体系和积

极发展电子商务，以减少流通层次和降低流通成本；

要推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推广在职培训和职业教

育工作，严格上岗资格考核，构建第三方培训体系

和网上培训平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改革

发展制造金融服务，开放和鼓励民资进入资本市场，

推行利率市场化，以实现公平放贷，降低制造企业

融资成本。

（三）制造服务业的战略目标

到 2025 年，我国制造服务业的战略目标是形

成与制造业发展相匹配，甚至超前发展的实力强大

的制造服务业。要在大力倡导制造企业实行服务委

托和外包的基础上，形成巨大的制造服务交易市场；

要鼓励制造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深度融合；要逐渐

形成若干制造服务的知名品牌和整体强大产业群

体；要加快推进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市场化进程，

以促进第三方服务企业的发展；要大力发展研发设

计、信息服务、融资、技术评估和技术交易、电子

商务等中介服务平台。 

四、制造服务化发展战略

制造服务化既包括服务型制造，又包括制造

服务业，由此形成一个强大的、具有四大特征的

服务化大制造产业。其一，制造业应从资本和劳

动力投入为主转向知识和技术投入为主。制造产

业掌握一批重点领域的核心技术，拥有核心有效

专利数量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得到显

著增加。其二，制造业最终产品中的无形服务比

重应显著增加。具体表现为服务产值在总产值中

所占比例的大量增加。其三，服务型制造企业占

制造企业总数的比重应明显增加。其四，制造服

务业增加值应逐年增加。制造服务业增加值在服

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渐提升。

2025 年我国制造服务化的战略目标是建设若干

个服务化转型的制造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建设众

多通过服务外包实现服务化转型的中小制造企业，

组建成全球服务型制造基地；壮大制造服务业，形

成全球制造服务外包中心；通过服务型制造业和制

造服务业的整合，形成实力强大的现代服务化大制

造产业，抢占全球制造产业链的制高点，以真正实

现制造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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