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技产业 !""#$%%

编者按：《投资中国》自!""#年元月在台湾创刊以来，以海外视

角专业水准分析两岸经贸现状，及时将祖国大陆经济贸

易方针政策、政府管理动态、各省市及地区投资环境等

源源不断地介绍给台湾同胞及广大海外华商，有力地促

进了两岸经济合作。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与文化的交

流合作，经科技部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心推荐，《投资中

国》杂志社社长与本社社长共同商议，自$%%&年开始，双

方互赠刊物，互载文章，互通信息。本刊特开辟“两岸交

流”栏目，把《投资中国》杂志介绍给大家。

“ 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生产服务

大陆主流产业变迁轨迹

林祖嘉!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

大陆从 !""# 年以来，服务业占 $%& 的比例一直维持在 ’#(左右，但就市场经济的顺畅运

作来看，此一比例似乎偏低，相信未来几年大陆服务业将有可能出现大幅度成长。

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

就呈现快速成长的趋势，平均所

得 由 !")# 年 的 *)+ 美 元 上 升 到

*##* 年的 ",! 美元。以美元计算

的 平 均 年 成 长 率 高 达 -.-+(，由

于 !""- 年人民币曾大幅贬值，因

此若以人民币计算，则平均成长

率应该更高。

工业占有半壁江山

在 经 济 发 展 快 速 成 长 的 同

时，大陆产业结构也出现明显的

变化，其中农业产值即呈现大幅

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工业则快

速成长，到 *### 年已达 $%& 产

值一半的水准。大陆也因制造业

大幅成长的结果，而博得“世界制

造工厂”的称号。

进入 *! 世纪，大陆平均所得

即将突破 ! 千美元大关，而正式

成为开发中国家的一员，未来大

陆产业结构会如何变化？农业会

持续萎缩吗？工业产值占 $%& 比

例 会 持 续 扩 大 吗 ？ 在 先 进 国 家

$%& 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服务业，

在 大 陆 未 来 发 展 中 又 有 何 地 位

呢？

本文主要目的就是在阐述大

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

系，及其未来的趋势。希望藉由这

些分析，让读者了解大陆未来产

业的机会何在，也希望对部分有

意进入大陆的台商有所助益。

市场经济需要服务业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初期，农

业都占有重要角色，一方面农业

提供社会大众基本的食物，另一

方面它也提供工业发展之初所需

的基本原物料。更重要的是，通常

农 业 部 门 都 会 有 很 多 的 剩 余 劳

动，因此在工业发展之初，可藉由

农业释放出来的廉价劳工，供工

业使用。

随着工业成长，工业产值也

逐渐上升。通常由于工业本身具

有规模经济，因此工业生产增加

时 ， 不 但 全 国 的 $/& 会 快 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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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美国 !’(%( !)%($ &&"#( &#!*’ (%$(" (%)$% (*($$
日本 "$*# !!!!* &’$’& ’$"’% (#$!! (&*() (&%(%
台湾 &(’) (&’( )"!# !&’## !’!## !&%%* !!"($
上海 (!& ’*) )%* &’*( ’%%! ’"&% ’"’(
苏州 ’#) %#’ )%’ !### (&($ (%#* ’(!&
江苏 ((% (%) ’(# #)’ !(*&+ !%*! !)("

全大陆 &#’ &"$ (’& %#! #’’ "$" "*!

资料来源：,-./ -0121340 ,567118，9:4;:2 <6:64=640:7 /:6:>118，中国统

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

注：+ 为 !""" 年资料

各国与地区人均 !"# 变动趋势 单位：美元

!"#$ !"#% !""$ !""% &$$$ &$$! &$$&
美国 &?’ &?$ !?" !?% !?’+ ! !
日本 (?* (?! &?’ !?# !?’+ !?( !
台湾 )?) %?# ’?& (?% &?! &?$ !?"
上海 (?& ’?& ’?( &?% !?# !?) !?*
苏州 &’?) !"?) !)?( #?" %?" %?( ’?%
江苏 (’?# (’?% &’?% !*?* !(?$ !!?’ !$?*

全大陆 ($?! &#?’ &)?! &$?% !%?" !%?# !’?%

各国与地区农业占 !"# 的比例 单位：$

资 料 来 源 ：%&’" &()*)+,( %-./))0，12,32* 4.2.,5.,(2/
"2.26))0，中 国 统 计 年 鉴 ，上 海 统 计 年 鉴 ，江

苏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

注：7 为 8999 年资料

长，劳动的生产效率也会大幅提

升。同时，由于劳力密集型产业的

增加，提供许多就业机会，因此一

方面可以吸收农业的剩余人口，

一方面也会降低全国的失业率。

然而，在制造业产值大幅上

升的同时，厂商不但要生产，还要

有促销、行销、运输及售后服务等

各项活动。也就是说，产品在工厂

内生产属于制造业，但把产品由

工 厂 送 到 消 费 者 手 中 的 后 段 活

动，则属于服务业。换言之，为了

要使市场经济能顺畅运作，一定

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是避免不了

的。

最后，随着经济成长，人们所

得增加、储蓄增加，金融活动与需

求将会扩大，旅游与医疗需求也

会随之增加，这些都属于服务业

的范围。因此，在一个成熟的经济

体系当中，消费性服务业所占的

比率也会很大。所以，最终服务业

占 @/A 的比例必然会是最高的。

总而言之，在先进国家的经济发

展经验中，农业部门是持续萎缩

的；工业部门占 @/A 的比例则是

先增后减；而服务业占 @/A 的比

例 先 是 维 持 一 个 相 当 稳 定 的 比

例，最后再开始成长，而使服务业

成为最大的产业。

美日与两岸的比较

由于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

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

大，国民所得也不尽相同，因此若

把这几个经济体过去 &$ 年 来 的

所得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一并列

出，就可很清楚的看到，经济发展

程 度 与 产 业 结 构 变 化 之 间 的 关

系。

由于大陆幅员广大，各地区

之间所得差异很大，因此若把大

陆几个地区分别标出其所得及产

业结构，即可进一步地比较出大

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

系。

首先，本文把美、日和台湾地

区与中国大陆各地区过 去 &$ 年

来平均所得一一列出。以 &$$& 年

为例，美国平均所得为 (*($$ 美

元，日本为 (&%(% 美元，台湾为

!!"($ 美 元 ， 上 海 市 为 ’"’( 美

元，苏州市为 ’(!& 美元，江 苏 省

为 !)(" 美元，全大陆则为 "*! 美

元。其间所得差异很大，经济发展

程度也很不相同。

在 农 业 产 值 方 面 ，!"#$ 年

美、日均属已开发国家，农业产值

占 @/A 的 &?’B与 (?*B，并逐年

下降，到 &$$$ 年时只剩下 !?’B。

台湾在 !"#$ 年 时 ， 农 业 产 值 占

@/A 的比例还有 )?)B，但之后几

年也同样快

速 减 少 ，到

&$$& 年 时

只 剩 下

!?"B，与美、

日几乎已经

相同了。

大 陆 的

情况则完全

不同，除上

海市一直是

以工业发展为主外，其他

如苏州市、江苏省与全大

陆 地 区 在 !"#$ 年 之 初 的

农 业 产 值 所 占 比 例 都 很

高。其后，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产值 即 快 速 萎 缩 ，到

&$$& 年时，苏州市农业产

值 占 @/A 比 例 只 剩 下

’?%B；江苏省仍有 !$?*B，

全大陆仍有 !’?%B。

因此，虽然大陆地区

发 展 快 速 ， 但 以 其 农 业 仍 占

!’?%B的比例来看，大陆农业化程

度仍然相当高。

“去工业化”成为趋势

在工业产值方面，美国 !"#$
年 工 业 产 值 占 @/A 的 比 例 为

(’?)B，其后逐渐下降，到 &$$$ 年

时只剩下 &*?"B。日本的情况也

十分相似，其工业产值占 @/A 的

比 例 由 !"#$ 年 的 ()?#B下 降 到

&$$$ 年的 &#?!B，然后 &$$! 年又

上升到 (!?’B。

在 美 、 日 两 国 ， 我 们 看 到

!"#$ 年代以来，出现明显的去工

业化（CD42C5=6E4:74F:6412）现象。台

湾在 !"#% 年工业产值占 @/A 的

’*?(B，其后开始出现下降的趋

势。到 &$$& 年时，台湾工业产值

占 @/A 的比例只剩下 (!?$B，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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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美国 ’()* ’&)( &")+ &#)& &+)", ! !
日本 ’*)# ’+)" ’%)+ ’$)& &#)!, ’!)( !
台湾 (%)# (+)’ (!)& ’+)( ’&)( ’!)! ’!)$
上海 *%)* +")# +’)# %*)’ (*)% (*)+ (")’
苏州 %#)+ +!)+ +!)$ +$)& %+)% %+)* %#)!
江苏 (*)’ (#)’ (")* %’)" %$)" %!)+ %&)!

全大陆 (#)% (’)! (!)+ (#)# %$)" %!)’ %!)*

各国与地区工业占 !"# 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 &()*)+,( %-./))0，12,32* 4.2.,5.,(2/
"2.26))0，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

苏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

注：7 为 8999 年资料。

!"#$ !"#% !""$ !""% &$$$ &$$! &$$&
美国 +&)" +%)+ +#)+ *$)( *!)*, ! !
日本 %#)+ +$)+ +&)$ +#)$ *$)%, +*)( !
台湾 (+)+ (*)" %()+ +$)! +%)% +*)$ +*)!
上海 &!)! &+)! ’!)" ($)& %$)+ %$)* #)"
苏州 !+)* !#)* &!)* ’$)" ’*)+ ’#)$ ’*)(
江苏 !*)" !*)& &%)# &")% ’+)! ’*)$ ’*)’

全大陆 &!)( &#)% ’!)’ ’$)* ’’)& ’&)" ’’)*

各国与地区服务业占 !"# 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 &()*)+,( %-./))0，12,32* 4.2.,5.,(2/ "2.2:
6))0，中 国 统 计 年 鉴 ，上 海 统 计 年 鉴 ，江 苏 统 计 年

鉴，苏州统计年鉴。

注：7 为 8999 年资料。

日本相近，但此一比例仍然比美

国高。换言之，近年来台湾也出现

非常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

大 陆 地 区 的 情 况 则 截 然 不

同。以全大陆地区来看，!"#$ 年

工业产值占 -./ 的 (#)%0，开放

后迅速下降到 (!)+0，但随即又

上升到 &$$& 年的 %!)"0。!"#$ 年

代工业产值下降是因为市场开放

之初，服务业立即上升所致；而

!""$ 年 代 以 来 工 业 产 值 比 例 快

速上升，则是拜三资企业快速成

长之赐。

不过，即使大陆工业产值已

占 -./ 一半以上，我们也不会称

大陆为工业化国家，因为工业产

值很高固然代表其工业生产力不

错，但很可能也同时表示其服务

业落后所致。事实上，从大陆工业

快速成长的情况来看，大陆最多

只能说是一个开发中国家，因为

其与大多数先进国家已出现的去

工 业 化 现 象 仍 有 一 段 很 远 的 距

离。

至 于 苏 州 市 与 江 苏 省 的 情

况，则与大陆整体十分类似。较例

外的是上海市。!"#$ 年上海市工

业 产 值 占 -./ 的 比 例 高 达

*%)*0，其后逐渐下降到 (")’0，

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居于大陆经济

发展的龙头，其金融服务业与其

它服务业（包括运输与旅游等）遥

遥领先于其它地区，使得上海市

的工业相对显得较不重要。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在经济

发展之初，工业产值会很快地追

上来，但等到经济发展趋于成熟

之后，工业产值的主体会逐渐下

降，换言之，去工业化是一个很正

常的现象。

上海情况很不一样

最后，在服务业方面，

!"#$ 年美国服务业占 -./
的比例为 +&)"0，其后逐渐

上 升 到 &$$$ 年 的 *!)*0。

在同一段期间内，日本则

由 %#)+0增加到 *$)%0。台

湾则由 !"#$ 年的 (+)+0微

幅 上 升 到 !"#% 年 的

(*)"0， 然 后 开 始 大 幅 上

升，!""$ 年增加到 %()+0，

&$$$ 年 增 加 到 +%)%0，到

&$$& 年 时 已 增 加 到

+*)!0的水准，与日本

相近，但仍低于美国。

台湾服务业 发 展

的情况显示，台湾的

平 均 所 得 水 准 虽 比

美、日两国低很多，但

产 业 结 构 却 十 分 相

似，显示台湾的发展

程度已非常接近先进

水平。

但 大 陆 的 状 况 则 又 完 全 不

同。从整个大陆来看，!"#$ 年全

大 陆 服 务 业 占 -./ 的 比 例 只 有

&!)(0，不但远低于当时美国的

+&)"0，也远低于台湾的 (+)+0。

其实大陆服务业发展落后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大陆仍属

于计划体制，他们是注重生产，然

后以配给的方式送到个人手里。

因此，服务业当中只有运输的部

分，几乎完全不需要批发、零售与

金融等服务业，所以服务业产值

比例很低。

随着经济市场化，批发、零售

与行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

才使 !"#$ 年 代 大 陆 服 务 业 产 值

立即增加到 !""$ 年的 ’!)’0。然

而，一方面由于工业产值快速成

长，一方面旅游、医疗等消费性服

务业仍无法跟上来，因此在 !""$

年 代 的 大 陆 服 务 业 占 -./ 比 例

一直维持在 ’’0上下。即使到了

&$$& 年，全大陆服务业占 -./ 的

比例也只有 ’’)*0，远低于美、日

与台湾地区的水准。

至 于 在 江 苏 省 与 苏 州 市 方

面，由于旅游业规模较大与市场

化程度较高，使其服务业所占比

例较高，&$$& 年占 -./ 的比例为

’*)(0。上海的情况又不一样，因

为上海市位居大陆发展的龙头，

不论是金融、百货、零售或旅游等

产业发展程度均远高于大陆其它

地区，使得 &$$& 年上海市服务业

产值占 -./ 的比例为 (#)"0，高

于大陆其它地区，但相较之下仍

远低于美、日与台湾地区。

服务业发展空间大

由美、日、台湾地区与中国大

两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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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是中

国一级社团法人，自 !""# 年成

立以来，她以促进中国民营科

技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

宗旨，充分发挥自身联结“官产

学研”的鲜明特色，为中国民营

科技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卓有成

效的贡献，已成为“中国民营科

技企业家与民营科技管理工作

者和促进者之家”。

为了适应当前新的形势和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迅速发展的

态势，完善促进会网络体系的

建设，使促进会的工作逐步与

国际接轨，进一步促进中国民

营 科 技 企 业 的 发 展 ， 本 会 从

$%%$ 年 !% 月开 始 先 后 在 有 关

媒 体 向 社 会 各 界 公 开 征 集 会

徽，得到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

迄今为止，我们已收到会徽清

样达数十种之多，在此，本会对

参与设计者和关心支持我们工

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

谢意！

根据有关领导、专家、学者

共同组成的会徽评审委员会的

评审，本会最终确定了由安徽

省科技厅和安徽省民营科技促

进会推荐的王菲企划设计公司

设计的会徽，现予以公布。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徽

设计释义：

会徽主要围绕促进民营科

技 企 业 发 展 这 个 意 义 进 行 设

计。在其名称英文缩写“&’()”

（&*+(’ ’)),&+’-+,( .,/
0/,1,-+,( ,. (,( 2
3,45/(15(-’6 )&+ 2-5&*
5(-5/0/+)5)）的基础上变化

出 不 同 风 格 样 式 的 标 志 构 成 。

以民营、科技、创新及产业化为

核心设计理念，椭圆构图结合

宇 宙 代 表 团 体 和 旺 盛 的 生 命

力，长城代表中国，英文缩写

“&’()”（“&”代表中国，“’”代

表协会，“(”代表民营，“)”代表

科技）结合宇宙与中国民营科

技促进会，突出表现促进会的

多元化、集团化、高尖端的特

性，也象征着促进会的核心力

量，凝聚着民营科技的精神、团

结和创造力，强调了促进民营

科技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的宗旨及创新性与现代感。同

时，椭圆形象象征着促进会是

民营科技企业家与民营科技管

理工作者和促进者之家。

会徽采用蓝色的深浅合理

搭配，充分显现了民营促进会

的协调性及强烈的创新科技属

性，也体现了科技团队的热情

与创造力。 （民 宣）

中 国 民 营 科 技 促 进 会 会 徽 确 定

陆 经 济 发 展 与 产 业 结 构 变 迁 来

看，未来大陆农业产值所占的比

率仍将持续萎缩。工业方面也将

维持着相当大的比率。

至于何时才能出现工业比例

下降的情况，则可能还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至少从不远的将来

来看，大陆劳工还十分充裕，外资

进入大陆的速度也很快，因此大

陆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角色应该

还可以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在短期内应该很难看到工业

占 370 比例的下降。

但服务 业 的 情 况 很 不 一 样 。

大陆从 !""% 年 以 来 ， 服 务 业 占

370 的比例就维持在 8%9左右，

就市场经济的顺畅运作来看，此

一比例似乎偏低。尤其大陆在入

世后，市场开放的部分中包括相

当大的服务业，例如金融、电信、

运输、旅游、批发、零售及其它个

人服务业。因此，未来几年大陆服

务 业 将 有 可 能 出 现 大 幅 度 的 成

长。

以台湾为例，台湾的服务业

曾维持在 370:#9左右的水准一

段很长的时间。以大陆平均 370
即将超过 ! 千美元的情况来看，

大 陆 服 务 业 占 370 的 比 例 至 少

也应在 :%9;:#9之间。因此，笔

者可以大胆地预测在 $%!% 年时，

大陆服务业应该达到上述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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