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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测度
!

%%%基于
!&

个特大城市
/""3e/"!3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
!

翥
!

胡
!

晖

摘
!

要!综合评价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对探寻提升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

的路径意义重大(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倾向十分明显&产业结构

服务化进程受到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和产业竞争力水平影响&并与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高度正相关(中国特大城市应通过落实创新驱动理念&提升第三产业竞争力&实现现代服

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互动融合&以加速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

关键词!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

引
!

言

/"!3

年&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增速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标志

着中国经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经济水平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许

多城市迅速完成工业化&开始向成熟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据统计资料显示&

/"!3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中已有
&1

个城市市辖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0"d

!

(中国中

央政府非常重视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众多城市

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地方法律法规响应(因此&科学评估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

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学术界主要采用产出和就业比重
*高传胜'汪德华'李善同&

/""%

!

!!"4!!&

)李勇坚'夏杰

长&

/""2

!

2&4!"3

+

'消费和贸易比重
*程大中&

/""%

!

3&4$3

+

'劳动生产率
*顾乃华'夏杰长&

/"!"

!

!$4

//

)靖学青&

/"!!

!

3&4$/

)梁东黎'张淦&

/"!3

!

!&4/3

+

'全要素生产率
*顾乃华&

/""&

!

342

)顾乃华&

/""%

!

&"4&1

+

测度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已有研究成果多以国家或省域为研究尺度&而基于特定

类别城市的综合定量研究成果尚属空白(

笔者以中国特大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动态偏离份额和

@:;L

_

-+.6

指数分别测度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效应和产业全要素

生产率&对中国特大城市
/""3e/"!3

年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探寻中国特

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加速的基本路径(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中国特大城市的界定标准与名单筛选

/"!$

年
!"

月
/2

日&,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提出!以城区

!

该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
/"!0

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相关数据整理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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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
0""

万以上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

人口
!"""

万以上为超大城市(实际上&

/"!$

年
3

月
!&

日国务院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e

/"/"

年+.中已经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城市最新分类标准进行了梳理&但并未列出相关城市

的名单(因此&笔者通过对
/"!"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出中国特大以上城市名单!上海'北

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武汉'东莞'成都'佛山'南京'西安'杭州'哈尔滨'汕头和沈阳*见表
!

+(本

文所指特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表
&

!

中国特大城市名单

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万人+

市辖区户籍人口
*万人+

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万人+

市辖区户籍人口
*万人+

上海
//3/ !30%

成都
1&% 00$

北京
!%%3 !//1

佛山
1/" 31&

重庆
!0&2 !112

南京
1!1 003

天津
!!"2 %!3

西安
&0" 013

广州
!!"1 &1%

杭州
&/$ $$0

深圳
!"3& /1%

哈尔滨
0%% $1!

武汉
212 0!3

汕头
033 0/0

东莞
%// !%&

沈阳
%!!

*市域+

0//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相关数据整理(

*二+#产业结构服务化$概念的界定

#服务化$是指向服务性转变或转变成服务为主的状态(产业结构服务化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

的含义(狭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指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服务经济理论和产业结构软化理论中三次产业

结构变动规律&即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发展更快而且产值比例和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状态(

广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则包含对第三产业*服务业+向经济社会发展主导转变过程的一切具体描述&包

括整体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和产业内部结构服务化两个层面(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产业结构服务化(

二'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综合测度

*一+测度方法选择

笔者采用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贺灿飞&

!22&

!

&%41$

+

'动态偏离份额和
@:;L

_

-+.6

指数分别测度中国特

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产业结构效应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数据基本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
/""$e/"!0

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

个特大城市

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其中&三次产业增加值根据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

市辖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数据计算整理)动态偏离份额分析中参照区域数据由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市

辖区相关数据求和计算整理(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存量统计数据&

@:;L

_

-+.6

指数计算中资本存量数据

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基期资本折旧率取值
2#&d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

!

304$$

+

(资本存量测算

数据采自
/""0e/"!$

年
!&

个特大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几何平均进行平滑(

*三+测度结果与分析

!#

产业结构变换方向测度结果

根据
/""3e/"!3

年产业结构变动系数测度结果*见表
/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中国
!&

个特大城市

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小于
!

)武汉'成都'汕头'沈阳'佛山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大于
!

)

除沈阳'佛山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大于
!

)除佛山'沈阳'汕头外&其他特大城

市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系数均大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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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NS$%&N

年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系数

城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深圳

"#1&&1 "#2&2" !#"300

上海
"#2"0$ "#21"0 !#"/03

杭州
"#2!1! "#2121 !#"/33

东莞
"#%!/3 "#2%3% !#"//&

北京
"#%%1/ "#2033 !#"/!2

南京
"#21!2 "#2%3! !#"!12

广州
"#2/!" "#21$0 !#"!1&

重庆
"#2&$0 "#22&0 !#""22

武汉
"#1%%3 !#""32 !#""&1

哈尔滨
"#2&1% "#2203 !#""01

西安
"#21&! "#22$2 !#""0&

成都
"#%%2% !#"""3 !#""0!

天津
"#2""3 "#22%1 !#""$&

汕头
"#203% !#""01 !#"""%

沈阳
"#2&!& !#""/! "#2223

佛山
"#2""% !#"!!3 "#22//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

产业结构效应测度结果

根据
/""3e/"!3

年动态偏离份额测度结果*见表
3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深圳'天津'重庆'南京'

武汉'成都'西安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除天津'重庆'佛山'汕头外&其他中国

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分量为正&具有产业结构效应)天津'重庆'南京'武汉'成都'西安六个城市产业竞争

力分量为正&重要产业部门具有相对竞争优势)除深圳外&其他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竞争力分量绝对值均

大于产业结构分量绝对值&表明产业竞争力是影响中国特大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表
N

!

$%%NS$%&N

年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动态偏离份额均值

城市 总增长*亿元+ 份额分量*亿元+ 产业结构分量*亿元+ 产业竞争力分量*亿元+

北京
!0&0#02 !0%&#1% 1!#20 e23#33

上海
!0!0#%$ /"&$#!$ $"#"& e0%%#0&

深圳
!!&"#$% !!02#$3 !0#%3 e!$#&3

天津
!"21#$0 2$"#33 e!#&$ !0%#11

广州
!"20#%2 !!&0#/" 33#/3 e!"/#01

重庆
%$&#// &!1#"2 e%#20 /3%#"%

南京
&00#%1 0$$#22 &#23 !"3#20

佛山
0&/#%& &/0#0% e!"#0% e0/#!&

武汉
0&"#$0 0$3#1" &#31 !"#$!

成都
033#13 $32#!/ $#2" %2#1!

杭州
0"/#/! 013#"$ 0#&2 e1&#0/

东莞
$0$#/! $2$#13 3#2% e$$#0!

沈阳
$$/#2% $2$#0" 3#0! e00#"!

西安
3/3#%1 3"&#$$ 3#&% !3#1$

哈尔滨
/$!#0! 3"$#!1 /#!1 e&$#%"

汕头
!"3#/! !$&#3$ e!#00 e$!#&"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根据
/""3e/"!3

年产业结构分量和产业竞争力分量分解均值*见表
$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中国

!&

个特大城市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分量均为正&第一'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分量均为负&表明第三产业是中

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中发展速度较快'所占比例较高的产业部门)除重庆'西安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一产

业均不具有竞争力)天津'武汉'重庆'成都'佛山'西安第二产业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北京'深圳'

天津'南京'重庆'成都'东莞'西安第三产业是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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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NS$%&N

年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动态偏离份额分解

城市
产业结构分量*亿元+ 产业竞争力分量*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北京

e$#$! e/0#$3 !"!#1% e0#13 e2"#!% /#0%

上海
e$#/3 e0&#%" !"!#"% e%#/$ e310#// e/"0#!"

广州
e0#"% e/1#31 &0#&% e0#00 e%$#"& e!/#21

深圳
e"#0$ e31#$2 03#%& e/#!! e%!#!$ &%#&!

天津
e3#0& e30#1$ 31#&& e3#!! 1%#!3 %3#10

杭州
e3#2% e!1#01 /1#/$ e0#!/ e0%#/$ e!3#!0

武汉
e3#1/ e!&#2$ /1#"3 e!!#2" 3!#&2 e2#3%

南京
e3#!3 e!&#&0 /&#1" e&#3! e3$#2/ &/#1/

重庆
e%#&/ e/3#$1 /3#!$ !3#"/ !/2#/$ 20#%/

沈阳
e/#10 e!&#!/ //#31 e!#&/ e!#"/ e0/#3%

成都
e/#%! e!$#/& /!#21 e3#&1 &/#21 3"#$!

东莞
e!#"/ e!0#2% /"#22 e/#%2 e$/#%$ !#//

佛山
e$#31 e/0#0/ !2#3/ e$#2& 1#&0 e32#00

哈尔滨
e0#!0 e%#"0 !0#3& e/#0& e/&#1! e30#0/

西安
e/#3/ e2#"$ !0#"$ !#"% !!#00 !#!!

汕头
e/#$% e$#$" 0#33 e/#03 e!1#&0 e/!#$/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3#

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

根据
/""0e/"!3

年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见表
0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深圳'北京'广州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广州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深圳'北京'广州'杭州'

天津'上海'南京'重庆'东莞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除成都外&中国特大城市在产

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程度优于第二产业(

表
#

!

$%%#S$%&N

年中国特大城市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深圳市

!#"/&/ "#2112 !#"2&3

北京市
!#"!2% "#22&/ !#"1&&

广州市
!#""2% !#"!$3 !#"$2"

杭州市
"#2%"" "#2%0! !#"0!%

天津市
"#2&$& "#22/3 !#""&1

上海市
"#2&3& "#21"/ !#"!$0

南京市
"#201! "#2&"1 !#"!"$

成都市
"#20&" "#2%32 "#2$"%

重庆市
"#20&" "#2%2$ !#"!""

东莞市
"#2331 "#%31/ !#"$&&

武汉市
"#23"! "#2&!0 "#2%"!

汕头市
"#2!1" "#2&2$ "#2%"$

哈尔滨市
"#%20$ "#2"2% "#2$22

西安市
"#%2$% "#2/&% "#2$&&

佛山市
"#%%1& "#2!!% "#2&/$

沈阳市
"#%/2" "#%2$! "#2"!1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根据
/""0e/"!3

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均值*见表
&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中国特大城市技术

进步水平总体均呈下降趋势)深圳'北京'广州'杭州'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重庆技术效率总体呈上升

趋势)深圳'北京'广州'天津'南京'重庆'武汉'哈尔滨纯技术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深圳'北京'广

州'杭州'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重庆'武汉'西安规模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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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S$%&N

年中国特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深圳市

!#"/&/ "#21"3 !#"01& !#""32 !#"030

北京市
!#"!2% "#2$10 !#"1&3 !#"0"/ !#"/0"

广州市
!#""2% "#2$&! !#"&10 !#"!1$ !#"$20

杭州市
"#2%"" "#20&/ !#"/0" "#200" !#"130

天津市
"#2&$& "#%%$$ !#"2"& !#"$2$ !#"32$

上海市
"#2&3& "#2$"/ !#"/$% !#"""" !#"/$%

南京市
"#201! "#%201 !#"&%1 !#"!$$ !#"03&

成都市
"#20&" "#2/01 !#"3/2 "#2%"& !#"030

重庆市
"#20&" "#%%20 !#"1$2 !#"$1" !#"/&%

东莞市
"#2331 "#2&01 "#2&&% "#21%& "#2%12

武汉市
"#23"! "#%%31 !#"0/3 !#"3!/ !#"/"0

汕头市
"#2!1" "#2$"% "#21$% !#"""" "#21$%

哈尔滨市
"#%20$ "#%120 !#"!12 !#"/3& "#22$3

西安市
"#%2$% "#%23" !#""!2 "#22&% !#""0/

佛山市
"#%%1& "#%2&1 "#2%2% "#22!" "#22%1

沈阳市
"#%/2" "#%$$0 "#2%!% "#22/! "#2%2%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根据
/""0e/"!3

年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均值*见表
1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除北京'汕

头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二产业技术进步水平总体均呈下降趋势)广州'天津'重庆'杭州'成都'深圳'上

海'南京第二产业技术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广州'北京'天津'重庆'成都'武汉'哈尔滨第三产业纯技术

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广州'杭州'成都'深圳'上海'南京第二产业规模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

表
K

!

$%%#S$%&N

年中国特大城市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广州市

!#"!$3 "#21$/ !#"$!" !#""$% !#"3&$

北京市
"#22&/ !#""3$ "#22/2 !#"3%/ "#20&$

天津市
"#22/3 "#20%2 !#"3$1 !#"$0! "#2%22

重庆市
"#2%2$ "#2&$3 !#"/&" !#"$%" "#212/

杭州市
"#2%0! "#2&$1 !#"/!& "#2/31 !#!"01

成都市
"#2%32 "#2$00 !#"$"& !#""2/ !#"3!/

深圳市
"#2112 "#2$21 !#"/22 "#22"2 !#"32$

上海市
"#21"/ "#23"0 !#"$/$ !#"""" !#"$/$

汕头市
"#2&2$ !#""$0 "#2&$2 !#"""" "#2&$2

武汉市
"#2&!0 "#2&$! "#221$ !#""13 "#22""

南京市
"#2&"1 "#2!12 !#"$&$ "#221/ !#"$23

西安市
"#2/&% "#21$$ "#20!! "#2&01 "#2%$1

佛山市
"#2!!% "#2$3$ "#2&&1 "#2%0! "#2%!$

哈尔滨市
"#2"2% "#2/23 "#212" !#"/01 "#20$0

沈阳市
"#%2$! "#2%1$ "#2"0& "#2&!! "#2$/!

东莞市
"#%31/ "#2&&3 "#%&&1 "#%213 "#2&0%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根据
/""0e/"!3

年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均值*见表
%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除东莞'汕头'

西安'沈阳外&其他特大城市第三产业技术进步水平总体均呈下降趋势)深圳'北京'杭州'广州'上海'南

京'重庆'天津'武汉第三产业技术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深圳'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第三产业纯

技术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深圳'北京'杭州'广州'上海'南京'重庆'天津'武汉'佛山'哈尔滨第三

产业规模效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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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S$%&N

年中国特大城市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深圳市

!#"2&3 "#2&0! !#!3&" !#""1! !#!/12

北京市
!#"1&& "#2%1% !#"%2% !#"3"/ !#"01%

杭州市
!#"0!% "#21!" !#"%3" "#2&3% !#!/31

广州市
!#"$2" "#2&!" !#"2!0 !#""!/ !#"2"!

东莞市
!#"$&& !#"$&& !#"""" !#"""" !#""""

上海市
!#"!$0 "#2%"$ !#"3$% !#"""" !#"3$%

南京市
!#"!"$ "#2$22 !#"&3& !#"!"1 !#"0/$

重庆市
!#"!"" "#2$"1 !#"13& !#"$%3 !#"/$$

天津市
!#""&1 "#2$0" !#"&03 !#"$!/ !#"/3/

汕头市
"#2%"$ !#"&"& "#2/$$ !#"""" "#2/$$

武汉市
"#2%"! "#2&$% !#"!&! "#2%32 !#"3/2

佛山市
"#2&/$ "#21/2 "#2%23 "#2%0& !#""3&

哈尔滨市
"#2$22 "#21/1 "#21&3 "#23!" !#"$%2

西安市
"#2$&& !#"30% "#2!31 "#232/ "#21/2

成都市
"#2$"% "#22!3 "#2$%2 "#21// "#21&/

沈阳市
"#2"!1 !#""3" "#%22" "#23$2 "#2&!1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倾向十分明显&但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主要受到

各自产业竞争力水平的影响(

/""3e/"!3

年&中国
!&

个特大城市中&佛山'沈阳'汕头产业结构重心向

第二产业变动&其他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重心均向第三产业变动(同时&武汉'成都'汕头'沈阳'佛山第二

产业仍存发展惯性(从产业结构效应来看&

/""3e/"!3

年&大多数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

有正向作用&并且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例相对较高&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第二&技术进步尚未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加速的关键因素&同时产业集聚水平不高也

阻碍了部分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分解来看&

/""0e/"!3

年&中国

特大城市中只有深圳'北京'广州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产业结构存在#早熟$风险)所有特大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都受到技术进步水平恶化的负面影响&相对而言技术效率变化影响是正面的&说明技术

进步尚未对要素结构和供求结构产生影响(其中&东莞'汕头'哈尔滨'佛山'沈阳存在产业集聚水平不

高的问题(

第三&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高度正相关&并非#成本病$所导

致(从第二'第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分解来看&

/""0e/"!3

年&中国特大城市第三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改善程度优于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多数特大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受到技术

进步水平恶化的负面影响&相对而言技术效率变化影响是正面的(其中&中国特大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效

应十分明显&对第三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有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着力提升第三产业竞争力水平是加速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国

特大城市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对服务产品的巨大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

服务化水平不断提升(第三产业竞争力水平上升将导致服务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和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进而引致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生产和需求增加&进一步加速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因此&中国特大城

市应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支持力度&以提升第三产业竞争力水平为抓手&加速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

第二&落实创新驱动理念是提高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主要动力(由于第二产业技

术进步缓慢导致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而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第三产业生产率提高又对提升较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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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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翥 等!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测度

消费层次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实际上由各自技术进步水平决定(因

此&中国特大城市应以创新驱动理念&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第三产业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服务化

步伐(

第三&实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互动融合发展是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终

极目标(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并未实现生产效率改进&其根本原因是片面追求第三产业比重

导致产业结构早熟&第三产业并未成为真正主导而第二产业没有实现技术升级和持续发展(已有实践

证明单一的服务业发展道路并非最佳选择(在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基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良好的

第二'三产业基础&中国特大城市应顺应现代产业互动融合发展趋势&实现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在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通过#工业服务化$和#服务产品化$真正实现第

三产业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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