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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3月 13日

星期一统计学苑

■ 吕俊松 王天宇 李佳鑫

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简称“两业融合”）发展是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安徽省通过抓

规划设计、抓试点建设、抓宣传推介、抓政策落实，推动全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相融相长、耦合共生，两业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但是，安徽两业融合在

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融合深度不够、市场发育不足、专业人才短缺和政策供

给有待加强等问题。因此，通过定量测度安徽两业融合水平，精准判断两业融

合类型，准确把握安徽两业融合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发展症结，明确发展路

径，是推动安徽两业融合创新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研究课题。同时，也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对安徽省两业融合水平的定量测度，

为研究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两业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研究背景

（一）从国际趋势看，“制造+服务”已成世界主要经济体共识

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受数字技术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多重因素影响，制

造业和服务业的跨界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普遍趋势，特别是研发设计、电子商

务、物流、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提升效率、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

不断显现。美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日益重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并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进。美国在 2014年提

出先进制造伙伴（AMP）2.0 计划、英国在 2006 年提出“复杂产品系统创新中

心”计划、德国在 2013年提出工业 4.0计划，这些国家通过向制造业注入更多

服务元素，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

（二）从我国发展现状看，两业融合是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推动两业融合发展，出台多项政策予以

支持。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工程院于 2016 年出台《发展服务型制

造专项行动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7 年印发《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

（2017-2025）》，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5部门于 2019年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

式、探索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新路径方面指明了方向。

（三）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两业融合是经济规律作用使然

工业化进程理论表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工业成为经济的核心

驱动，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消费需求从温饱型转向享受型，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根据测算，安徽省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后

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安徽省工业高速发展，生产边际效率显著提高，机械化、

“机器换人”节奏加快，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资本化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由平稳增长转为快速增长，消费进一步创造

和引导需求。两业融合发展趋势也正是这一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二、安徽省推动两业融合发展实践

（一）主要做法

1.加强规划引领，做好融合发展布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两业融合

发展、服务型制造、物流业制造业融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编制印发安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业加快发展等政策文件，将推动两

业深度融合作为重要内容，强化政策引领带动。召开首届两业融合试点建设

宣传推介会，广泛宣传各地各企业融合发展试点经验。

2.加强试点示范，带动两业融合发展。积极做好两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

在2022年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创建国家两业融合试点，支持智

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流程再造等新型专业化服务机构发展。目前合肥经开区

和芜湖高新区两区域以及合力集团、华米科技、阳光电源、丰原集团、奇瑞股份5家

企业，已纳入国家两业融合试点名单。同时，为与国家试点形成梯次发展格局，

启动首批 14个区域和 20家企业为“十四五”省级两业融合试点，基本实现省辖

市域全覆盖。第二批试点拟再增加 12个区域和 25家企业，进一步扩大试点规

模。计划“十四五”期间建设省级以上两业融合试点区域和企业共计100个。

3.加强服务保障，优化融合发展环境。优化省服务业资金安排方向，引导

支持两业融合类企业和项目。2021年重点支持 19个两业融合示范、生产性服

务业创新平台等项目，支持 21个省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项目，占资金

总额的 75.5%。推动省辖市加大两业融合政策引导，合肥市制定《合肥市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加强对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工业设计等两业融

合重点领域的支持。芜湖市修订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增加推进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内容。

（二）发展成效

1.融合产业发展壮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由“十五”

末期的 475.8亿元增加到“十三五”末期的 3576.4亿元，增长了 6.5倍。现代服

务业营业收入由 728.1亿元增加到 3528.2亿元，增长近 4倍。有效投资持续增

加。2005年以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

资分别年均增长 28.1%和 26.3%，2020年完成投资额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较

2005年提升 5.6个和 22.1个百分点。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先进制造业劳动生

产率由 2005 年的 11.7 万元/人提升至 2020 年的 31.7 万元/人，现代服务业由

6.5万元/人提升至 39.3万元/人。吸纳就业能力增强。两业平均就业人数由

161.1万人增加至 330.3万人。

2.融合区域加快建设。全省 2个国家两业融合试点区域把握发展机遇，

加快建设发展。其中“安徽工业第一区”合肥经开区聚焦汽车制造和服务、集

成电路全产业链、智能家电产品定制化服务、制造业供应链管理、物流与制造

业融合等方面，全力推广“智能+制造”“平台+物流网”、服务型制造等产业规

划，已成为国内家电产品种类和品牌集中度最高的园区，是全国最大的冰箱、

叉车、挖掘机、轮胎、液压机床、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实现综合发展水平挺进

国家级经开区“全国十强”“长三角前五”。芜湖高新区聚焦智能网联及新能源

汽车生产和服务全链条、微电子及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研发设计、节能环保及高

端装备制造和服务、大数据及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加快搭建智能网联汽车小

镇等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大综合政策措施保障。

3.融合主体作用凸显。全省国家两业融合试点企业积极探索，不断拓展

融合场景。合力集团以融合促转型升级，形成“以智能工厂和省级综合营销

服务中心为支柱，以工业互联网为全要素、全价值链连接纽带，以AGV无人叉

车为高端产品和服务输出载体”的“四位一体、线上线下”的行业新模式新路

径，2016年至今一直位居该行业全球七强之列，为突破我国工业车辆行业发

展瓶颈积累了宝贵经验。华米科技基于产品服务链条、信息链条、内容链条，

通过可穿戴智能设备开展运动健康等增值服务，完善“硬件+数据+服务”的全

新商业模式，满足重点领域消费升级需求，推动智能设备产业创新发展。截至

2021年底，该企业智能设备全球累计出货量突破两亿台。阳光电源专注于新

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以光储智能工厂制造为基础，打造提

供全球一流的清洁能源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截至

2021年底，该公司光伏逆变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31.3%。丰原集团利用在聚

乳酸领域形成的领先优势，整合资源搭建技术研发、绿色制造、交易体验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研发、生产、供需等业态融合发展，创建产业融合生态圈，现已

成为国内生物基材料产业链最全、产业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龙头企业。奇瑞

集团围绕汽车制造产业链，在微笑曲线前端布局技术认证和咨询、智能互联

等，在微笑曲线后端布局汽车金融、汽车后市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和再利用、

整车物流、移动出行等，服务板块业务快速发展，服务赋能制造主业力度增

加。2021年该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76.5%，营业利润增长 1.2倍。

（三）存在问题

1.融合发展层级较低。两业融合深度不够，制造业对服务的需求大多依

旧集中于采购、物流、保险、销售等环节，商务服务、研发设计、管理咨询、节能

环保等高端领域服务需求不足。制造业与服务业衔接不够，服务性收入占比

小，服务流程向产业链的渗透，更多的是简单的“嫁接”“相加”。

2.专业人才较为短缺。两业融合亟需高技术人才、高级管理服务人才作

支撑。对省级以上两业融合试点企业的调查显示，75%的企业反映缺乏复合

型或专业型高层次人才，人才招聘难、培养难，整体人员素质不能很好适应两

业融合发展需求。

3.市场发育明显不足。两业融合发展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不少企业对

于两业融合概念认识不够，只是凭借企业发展需求及自身经验进行摸索，缺乏

市场指导、专业诊断、咨询服务、品牌推广等方面统筹，两业融合场景创新不

足，服务市场发育不健全，服务型制造产业链尚未完全形成。

4.政策供给有待加强。两业融合企业转型过程中，前期投入及市场风险

较大，需要大量人力、财力和技术支持，仅靠企业单一力量很难短期促成，需要

政府搭桥和引领。现有政策支持多聚焦土建、设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

面，缺乏金融、税收、用地等方面针对两业融合的政策供给，缺少对两业融合试

点建设的专项扶持政策。

三、两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初步探索

（一）基本原则

1.突出政策性。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将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等政策要求纳入评价体系设计之中。

2.体现时代特征。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

不仅能够进行纵向比较、体现历史脉络、时代特征，还能够刻画发展方向、发挥

导向作用。

（二）指标选取

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可行性、科学性以及实用性等因素，同时兼顾数据

的可获取性，从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及成长潜力三个维度出发，选取了 20 项

指标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行定量测度。

1.产业规模维度。从产业的经济总量、投资规模、就业规模等三个角度

考虑，选取“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就业人数”三个指标对产业规模

水平进行度量。

2.经济效益维度。从产业的经营利润、营业收入、生产效率三个角度考

虑，选取“利润总额（或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

对经济效益水平进行度量。

3.成长潜力维度。从产业的经济潜力、投资潜力、就业潜力三个角度考

虑，选取“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均就业人数增速”“固定资产

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四个指标对成长潜力水平进行度量。

四、两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耦合协调度模

型，以反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同时，采用均匀分布区

间法，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耦合协调程度划分为十个等级。

（二）模型结果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2006-2020年两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三）实证分析

1. 评价指标权重。从评价指标权重看，先进制造业子系统中权重最大

的指标是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权重为 0.1777；权重最小的指标是先进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权重为 0.0664；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先进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先进制造业平均就业人数增速权重居前三位，均大于

0.1，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贡献程度较大。现代服务业子系统中权重最大

的指标是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权重为 0.216；权重最小的指标是

现代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权重为 0.0673；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及现代服务业平均就业人数增速权重居前三位，均

大于 0.1，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贡献程度较大。

2. 综合评价指数。分类别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

数呈现以下发展变化趋势。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从 2006 年的 0.3071 增加到 2020 年的 0.6021，增幅达 96.1%，表明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先进制造业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周期性

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从 2006 年的 0.2913 增加到 2010 年的 0.6484，然后从

2010 年的 0.6484 下降到 2012 年的 0.5011，然后从 2012 年的 0.5011 增加到

2016 年的 0.6241，然后从 2016 年的 0.6241 下降到 2020 年的 0.4331，表明先

进制造业发展呈现周期性（有所提高后又逐步下降），下降的原因可能是

先进制造业拉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满足先进制造

业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也逐步提高，但又对先进制造业造成了一定的“挤

压效应”。

分阶段看，以 2017 年为分界线，2007-2017 年，先进制造业综合评价指

数高于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数；2018-2020 年，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数高于先进

制造业综合评价指数。这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呈现

两阶段前后不均衡性特征，在 2007-2017 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比现代

服务业高，2018-2020 年则比现代服务业低。

3.耦合协调度分析。2020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

已经达到“中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为 0.7262，比 2006 年的“勉强协调阶

段”耦合协调度提高 0.1779，增幅达 32.4%。

从发展历程看，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

上升趋势。由 2006 年初始的“勉强协调阶段”，经过一年的快速发展后，在

2007年达到“初级协调阶段”。2007-2015年期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且稳步

提升，到 2016年达到“中级协调阶段”。2016-2020年期间在“中级协调阶段”

呈现上下波动趋势。从主要制约因素看，2006 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相对滞

后，2007-2017年期间转变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到 2018年以后又转

变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五、发展建议

1.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制度+”融合。一是将两业融合水平纳入对

地方政府的考核，设定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节点，挂图作战，形成倒逼机制。二

是搭建产学研一体化、企业联盟等平台，发挥“研长”“盟主”作用，推动新技术

共建、成熟技术共享，构建互补互助的产业服务生态体系。三是打破产业边

界，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渗透、产业联动、链条延伸、内部重组等途径，促进产业

交叉融合，推动制造服务化、服务制造化。

2.聚焦重点制造企业，推动“制造+”融合。一是推动“芯屏汽合”“集终生

智”等产业整合发展、攻关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强“链”扩“群”的同时，力促全

球性、全国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落地，并持续加大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二是发

挥重点制造业企业的引领示范效果，在联宝科技、科大讯飞、长鑫存储、阳光电

源等制造业企业试点柔性化定制、反向制造和共享共厂。三是根据两业融合

程度给予重点企业相应的土地、税收、金融支持，引导企业增强推动两业融合

的内生动力。

3.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才战略为支撑，推动“技术+”融合。一是扩大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升级中的运用，推

动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端化。二是对制造业、服务业企业进行改造，提高制造

产品向服务业、服务产品向制造业递延，加快形成服务型制造体系。三是创

造最优条件，靶向引进“高精尖缺特”制造业和服务业关键性人才，补齐人才

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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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

表1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

表2 “两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表3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