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奇帆最新脱稿演讲实录：新的增长极（全文）

11 月 26 日，第八届中国制造强国论坛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

质生产力”为主题在中国·保定举办。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出席并演讲。本文由新经

济学家智库根据黄奇帆演讲实录整理，略有删节，未经本人确认。

黄奇帆最新脱稿演讲实录：新的增长极（全文）

很高兴来保定参加第八届制造业强国论坛。按照会议主题，就着力

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比重，推进中国制造业强国发展这个主题和大

家做一些沟通。

当今世界有三个数据代表着制造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个就是现在只要是高端的装备，高端的耐用消费品，高端的终端，

这样的一个机器终端里面，45%到 50%是制造业的附加值，有 50%到 55%

是各种服务嵌入在终端里的增加值，比如一个手机，如果卖 6000 块人

民币，那么 3000 块左右是 1000 多个零部件，组装、制造、叠加在里面，

它的操作系统，它的软件、它的芯片中的程序，它的各种专利，各种服

务形成的增加值镶嵌在手机里，差不多占了百分之五十几。所以在这个

意义上，制造业服务化是一个趋势。



第二个概念就是当今世界的贸易总量。国际贸易总量 70%是货物贸

易，30%是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包括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

种服务业跨国运行的服务贸易。

第三个特点就是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40%到

50%。比如欧共体 27 个国家，他们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为 78%，生产性

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为 50%。78%的 50%就是 39%，欧共体的生产

性服务业占 GDP 总量的 40%左右，这是一点。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 GDP

的 80%，它的服务业当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的 65%，65%乘以 80%，

差不多 50%，所以美国的 GDP 当中生产性服务业占 50%左右。

这三个数据代表了整个世界发达国家，引领整个世界贸易服务业和

制造业的一种基本的数据结构，代表了一种趋势性的特征。跟这三个指

标做比较，我们中国的产业链体系，整个的生产体系，GDP 的比重体系

显然是有空间的。

第一，我们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 1/3。如果我们服务业

占 60%，生产性服务业 20%左右。我们去年工业制造业占 27.6%，然后我

们非制造业的工业，再加上房地产建筑体系差不多有 9 个点，加在一起

就 37%左右。然后我们还有 6 个点的农业，（农业）加工业一产二产的

总的有那么 43%，剩下 57%的服务业。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占 2/3，生产性

服务业占 1/3，差不多是 20%。所以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跟欧洲、美

国、日本、加拿大等各种发达国家比，我们产业体系中最大的短板是生

产性服务业比人家少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我们的工业，世界规模第一，

制造业规模第一，农业也不差，我们生活性服务业整体上也跟得上潮流，

最大的短板就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全球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 30%，中国去年服务贸易尽管

达到 7800 多亿美元，近 8000 亿，占全部贸易量 12%，但是跟发达国家

贸易量的 30%是服务贸易比，这就是又一个差距。表现在我们的出口产

品里，我们的货物贸易出口占大头，服务的出口比例比较小。而且我们

的服务贸易有三个比较低的数据，一是我们服务贸易的出口，主要是生

活性服务业，所以我们去年 7800 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占 2000 亿左



右，主要是旅游、宾馆、各种区域的景点，接待外国人收外汇，那么是

生活性服务贸易出口近 2,000 亿，那么我们的确也有 5000 多亿生产性

服务贸易进口，但基本上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做，或者外国企业直接从国

外把服务输出。

总之五千几百亿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我们基本做的规模不

大，如果有规模的话，主要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做，中国企业自己做的很

少，原因很简单，我们连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做的比重都很低，做国际

的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做不来了，或者做的不到位了，都是由外资企业在

中国，外资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公司在中国，做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

所以就表现为这种奇怪的特征。

第三，整个的结构显得逆差大。我们出口 2000 多亿，进口 5000 多

亿，逆差 3000 亿，服务贸易的产值转化为增加值的比率是 70%，就是说

1000 亿服务贸易，有 700 亿的增加值，而货物贸易如果做 1000 亿，增

加值就 300 亿。所以我们做了 6 万亿美元进出口，一年顺差四五千亿，

转化为增加值就 1000 多亿，但是我们逆差的 3000 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

它的增加值是 2000 多亿，所以当中国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放在一起，

我们算贸易的增加值的时候，我们的增加值是逆差，不是顺差，我们的

服务贸易的缺陷，把我们世界第一大的货物贸易的顺差全部抵消掉。

在这个意义上讲，全世界 180 个国家都有逆差，这些逆差统统加起

来 1 万亿，我们就 3000 多亿，占全世界所有国家逆差的 1/3。

对服务贸易的高度重视，本身就说明我们原来这一块是短板，但我

们这个短板短在哪呢？短在中国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到位。国内

的生产性服务业算国内贸易，国内的第三产业。国内这一块不到位，做

国际的就更不到位，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把生产性服务业国

内的这一块搞起来。

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家统计局，在全世界的统计的概念当中，大体上

有 10 大类。

第一个，有关制造业产业链上的各种科研开发，包括 0 到 1 无中生

有的那种原始创新，也包括 1 到 100 产业链研究开发和转化一体化，从



1 转化成 100，把研究成果变成生产力，变成产品。第三是 100 到 100

万，就是一旦研究成功具体的产品，把它大规模制造推向市场，形成独

角兽，这是整个的三个环节，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方面。

第二就是产业链的物流运送体系。我们国内的物流体系占 GDP 比重

15%，应该说是比较高的，欧美 6%到 7%，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一般是 10%。

不过我们一般都知道欧美的服务业比重高，高达百分之七八十，那么他

们的运输费用成本当然就会低一点。但是我们 60%他们 80%，我们制造

业比重比他们高了一些，但也不至于物流费用高一倍两倍。

这里面中国物流企业本身非常节约，利润拿的也不多，所以它也不

会形成过分的费用。中国几千万物流的职工，包括汽车司机，他们的工

资也不那么高，怎么会形成物流费用特别高呢？从劳动力来说，中国因

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及整个运行的规模优势，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为成

本比较低，为什么物流费用高呢？其实不是企业问题，也不是劳动者问

题。全世界高速公路 95%以上都不收费，BOT（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设-经营-移交）只要 25 年 30 年收费期一到就交给政府，政府就不能

再收费，就是个不收费的公共服务。

我们铁路运输十几万亿形成的铁路体系只运了全部货物的 8%到 9%。

实际上铁路运费是汽车运费的 1/4，所以物尽其用，一切能够让铁路运

的，绝不要去让汽车运，但是我们所有的 1 万多个开发区，几千亿产值

的开发区一般都在用汽车运，因为所谓七通一平不包含铁路通，所以铁

路公路和各种货物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没到位。

再有一个，我们的产业链上中下游物流运输配送，我们的规划布局，

从西北到东南，整个中国几千公里路上布局着各种产业链，然后汽车运

输翻来覆去像拉链一样的开来开去。中国各个省大家互相招商，尽可能

的都是要使产业链属地化。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中国整个产业链布局涣散

不集中，本身就无谓的增加了许多物流成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展

开，我总的意思是产业链物流方面我们有许多配送，无缝对接或者体制

制度安排来降低这个成本。



第三，产业链金融。包括金融的产业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要解决；产业链金融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有许多许多可以研究的地

方。

第四，产业链上的市场准入、检验检测。这也是一个服务体系。

第五，产业链的所谓生态服务，绿色低碳的服务。中国工业怎么源

头减量，进行工艺流程各方面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再有一个，中国工

业能源消耗。第三个是制造业有个循环利用，上游中游生产出来的设备

装备或者工业的终端，或者老百姓的耐用的消费品，怎么样报废以后循

环使用回收利用，发达国家占 40%到 50%，我们目前只占 10%。这个环节

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造研究，如果能够使得它循环利用达到百分之四

五十，就相当于一个金山银山，一个金矿银矿，使得我们资源消耗大量

的减少，这是第五个方面。

第六，数字化服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形成的数

字平台，对传统工商产业进行融合赋能，也就是中央说的传统产业数字

化。一般通过这样的赋能，产业链工业系统不增加任何资本投资、原材

料消耗，会使得产出增加 1%到 10%。如果平均增加 5%的话，我们现在

100 万亿的工业产值，因为数字赋能最终如果额外增长 5 万亿，这 5 万

亿不仅是产值，因为不消耗原材料，它也是增加值，没有增加资本的利

息、资本的投入，所以它也是利润。这个五万亿顶得上二三十万亿的工

业产值，这是我讲的第六个，即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赋能，形成产业

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我们目前是消费互联网很发达，产业互联网刚起

步没到位，要好好地发展，而这一块一旦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性

服务业。

第七，各种贸易、批发、零售，包括线上的和线下的，包括我们实

体的贸易和互联网的贸易，跨境电商等等。

这个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突破内外贸两张皮，突破内循

环外循环互相隔离。中国已经进入了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状

态中，要努力促进中国的内贸外贸一体化，形成有利于内循环外循环一

体化的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体系。报告都把这件事说的那么重要，说明



我们内贸外贸两张皮、内循环外循环变成两个任务，每个企业去搞外循

环是一件事，搞内循环是一件事。什么时候让我们任何一个企业搞内循

环和搞外循环，想着内循环就内循环，想着外循环就外循环，情势有利

于内循环就内循环情势有利于外循环就干外循环，形成内外贸企业任何

时候的自由选择，这就像亚马逊。

亚马逊是个网络公司，做跨境电商，它做的任何业务，从纽约卖到

洛杉矶，对它来说和纽约卖到伦敦是一回事。它没有任何内外之别，它

全球化和美国的国内化是一件事。我们现在绝对是两个队伍，两个体系、

两种规则，两种准入，所以十四五规划里都有这么一段话，要在十四五

到 2035 年期间使中国的内贸和外贸一体化，实现一条生产线上同线同

质同标。同样的产品无论出口还是内销，税收规则、市场准入规则、检

验检测的标准规则都要一体化。报告、规划都讲这件事，可见这件事现

在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布置行动的重大任务，这件事做好了，

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发育的一个方面。

第八，各种专利品牌既要保护，也要推广，各种商品制造品的品牌

和专利的推销。

第九，各种信息咨询、会计、律师法律的服务。这些是制度型的生

产性服务业，国家的规定制度要让企业充分了解，需要这种信息咨询。

第十，服务外包。大企业、龙头企业除了关键的东西自己造以外，

逐渐的把制造外包，自己就管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变成了链头企业。

那么它做了链头，它就要把制造业外包，就产生了制造业的代工龙头。

就像富士康代工苹果，苹果就不做制造，只做生产性服务业。另外还有

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的、很具体的、小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有个

服务外包的问题。

整体上讲，刚才说了 10 个方面，这 10 个方面都是潜力巨大，都是

有新的增长极的功能，都是我们过去的短板，补上短板就是发展的潜力

所在，是新的增长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补上我们的短板，是

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内在选择，是我们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康



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央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二十大报告

提出，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贸易强国不仅仅是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

更是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强国。

二十大明确贸易强国的前提，一个内在的要求，是服务贸易强国，

而服务贸易强国也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做基础。把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了，

我们整个的新的经济的增长，以及内在的，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搞科研创

新，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的增加，我们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只占

我们增长的百分之二三十。怎么样让我们增长的动力 50%以上和科学技

术和全要素增长率有关？这也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联系在一起。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了以后，并不是忽视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现在 57%

的服务业，以后如果到 60%，如果 60%里边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生活性服

务业，我们到 2035 年 GDP 到了 250 万亿，然后 150 万亿的服务业里边，

如果 3/4 是生活性服务业，那么我们的生活性服务业就有 120 万亿，如

果 120 万亿生活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变成了产值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两

百七八十万亿。

我们一共十几亿人，每人要 20 万元的生活性服务吗？我的头给你，

你的脚给我，我们互相洗脚理发，产业链短，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

一大堆这样的生活性服务业。只要发生一个经济危机，马上就急剧的萎

缩，所以生产性服务业不能少，衣食住行，教育、卫生、文化、旅游、

康养等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如果我们的服务业百分之七八十都变成了生活性服务业，那么服务

业就含有泡沫，如果我们的服务业 50%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服务业，而

生活性服务业也占 50%左右，那么我们就是个健康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所以我最后认为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是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以实体

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这个重心的重是重量的重，就是不倒翁，

制造业为重心怎么摆怎么晃，经济也是稳定的。这个重心中央明确说了，

中国的制造业在十四五期间绝不能低于 25%，那么现在是 27%，28%，我

觉得这 27%、28%到 30%是一个合理的比重。



第二个就是中国式制造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应该是我们的服务业

的 50%，整个 GDP 的 30%。这个 30%加上生产性服务业的 30%，加上制造

业本身的百分之二十七八，就是 57%、58%，然后我们还有非制造业的工

业，即挖掘业、采掘业、煤炭、石油、天然气，总有那么六七个百分点，

加上我们以后房地产建筑行业规模下降，但是还会有一定比例，统统加

起来中国的第二产业差不多会在 35%左右，35%加 30%的生产性服务业共

65%，然后农业有 5 个点，共 70%，其实剩下生活性服务业 30%。这就体

现了中央说的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

我相信只要我们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在十四五到 2035 年

有所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也一定能

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现代化，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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