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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江苏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 南京财经大学宣烨等研究认为，推进制造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举措。我省制造服务

业具备市场需求大、行业实力强、融合形态多、发展环境优等

条件，但也存在社会化程度偏低、领先企业缺乏、业态模式创

新滞后、载体平台支撑力偏弱等突出问题。建议梳理目录清单，

提升供给水平；创新业态模式，推动智能化改造；精准引导培

育，塑造强军劲旅；系统谋划布局，构筑平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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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服务业是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适应数字经

济发展的制造业新业态。推进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是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内容，也是支撑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江苏作为工业强省，如何通过制造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支撑引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课题。南京财经大学宣烨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

发展格局下推进江苏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分析江苏制造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与短板，提出推进制造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1.制造业需求规模大、结构层次多元。2021 年，全省制造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5.8%，占比国内第一。工业门类完整，

是国内唯一拥有 41 个工业门类中 40 个的省份。纺织、机械等

传统产业保持优势，高端装备、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国内第一方阵，光纤通信世界领先。

智能电网、动力电池占国内市场份额皆超过 40%，是国内“芯

片第一省”、纳米技术应用第一省。6 个园区入围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数量位列全国第一。制造业规模大、结构多元为制造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

2.制造服务业实力强、主体活跃。全省已形成以科技服务、

工业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等为主导的制造服务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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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 2.65 万亿元，制造业贷款占各项

贷款比重 14.68%；制造业贷款余额位居全国第二。市场主体活

跃，2020 年新增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超 7 万家，占当年全省

新登记服务业法人主体数量 47%；“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培育

制造服务业领域领军企业 200 家左右，两业融合标杆引领典型

100 家左右。

3.两业融合形态多、分工细化。我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融合推进工作起步早，全省分两批评选 44 家区域、247家企

业及 21家产业集群作为两业深度融合试点单位；常州天宁经开

区等 8 个区域（单位）进入全国两业融合试点名单；全省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达到 64.8，连续七年保持全国第一。苏州

市、无锡市以及双良集团、徐州工程机械等入选国家级服务型

制造示范单位名单，入选数量全国第一。系统集成、信息增值

服务、柔性化定制、共享制造、总集成总承包等成为产业融合

主流业态模式，工程咨询、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

等制造服务细分领域发展势头良好。

4.发展环境优、政策保障有力。全省通过实施制造服务业龙

头型、领军型企业培育工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标杆引领工程，营造良好的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环境。苏

州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高规格系统布局生产性服务

业；无锡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十年倍增计划”，推进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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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信息服务等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南京聚焦“长

三角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城市’”目标，推动生产性服

务业专业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二、江苏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问题

1.专业化、社会化程度偏低。据省统计局数据，2020 年底，

我省生产性服务业有法人单位 627748 个，但规上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仅有 14091 家，规上企业占比 2.24%，此外还有个体工商

户 148.71.万。制造服务社会化尚未成为主流，制造企业“大而

全、小而全”的“服务内置化”较为普遍。调查显示，超过六

成的制造企业内部设置了生产制造及研发设计、市场营销、检

验检测等服务部门，这种情形在规上制造企业尤为明显。

2.高知名度、领先企业缺乏。2020 年，我省规上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数量全国第二，但领先企业相对缺乏，软件信息、科

技服务、数字经济、商务咨询等领域在国内行业“量”的扩张

力高于“质”的提升力，连锁型、平台型企业（集团）数量少，

供应链组织力偏弱；知识引领、资本策动、业务驱动、资源拉

动等示范带动强企业总体缺乏。据互联网周刊发布的“2022 数

字经济 100强榜单”显示，我省仅 3 家企业入选，与广东 13 家、

浙江 9 家存在差距。总部类企业多为区域性总部、职能型总部，

综合实力强劲、面向全球服务全国的总部及有较高国际知名度

的跨国总部数量总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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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态迭代、模式创新滞后。制造服务业属于技术知识密集

型行业，业态模式迭代快。近年来，我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直播经济等新业态模式及应场景持续涌现，但大多

属于空间溢出下的模仿跟随，缺乏类似于浙江跨境电商、移动

支付、在线经济以及广东以互联网为龙头的国内领先（先导）

业态与模式。以新技术突破、新服务（产品）创新、新商业模

式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新技术孵化、新产品培育的能力亟

待提升。

4.载体建设、平台支撑偏弱。“十三五”期间全省培育形成

107 家省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除南京、苏州、无锡，其

它城市的示范区单体规模小，缺乏制造服务业的专业化园区。

调查显示，超过 20%的示范区“有平台无效果”。到 2021 年底，

全省建设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 13 家、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 3490 家（其中国家级 129 家），但多是为制造环节提供

技术服务，围绕服务环节创新的机构少，集研发设计、检验检

测、产权交易、市场营销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功能区

稀缺，尤其缺乏像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国家级服务业重大平台。

三、推进江苏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梳理目录清单，提升供给水平。一是立足全省制造业重

点领域和“531”产业链目录，梳理制造服务业重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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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制造服务业固强项、补弱项路径，推进制造服务业堵点突

破和升级迭代，提升供给精准性高效性。二是基于制造业数字

化、绿色化态势，前瞻布局研发设计、战略投融资、数字创意

等强引领能力、高知识技术含量的行业业态，提升供给主动性

创造性。三是实施与制造业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引导制造企业

将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等非核心业务从其主营业务中分离出来，

“裂变”专业化法人机构；鼓励制造服务业主体“个转企”“产

转法”，提升制造服务业专业化社会化程度。

2.创新业态模式，推动智能化改造。一是实施“智改数转”

行动，加速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数字化应

用，滚动建立“智改数转”项目库，培育壮大在线研发设计、

电子认证及协同管理等新业态。二是推动规上制造服务企业大

数据高效采集和应用拓展，完善数据规范和标准，实现流程数

字化，促进数据要素在产业链上下游充分流通和融合。三是借

助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开发数字内容、数据托管产品，

构建以技术推广、管理咨询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助力制造企业从出售产品向出售“服务+解决方案”转变，从以

加工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

3. 精准引导培育，塑造强军劲旅。一是制定大企业（集团）

动态培育方案，以“行业领先、国内一流”为目标，选择 10-15

家制造服务业企业，5 年为一个培育周期，支持企业突破地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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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拓展服务半径，培育若干品牌效应明显、价值链控制力强

的制造服务龙头企业。二是着力培育新兴服务业主体，坚持知

识引领、资本策动、业务驱动、资源拉动，用 3-5 年时间培育

20家左右企业进入国内服务业 200强；同时加大对世界 500 强

和央企引进力度，完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库、重点客商资源库

等，提升制造服务业主体质量。三是遴选一批具有高成长性的

“小巨人”企业，“一企一策”努力培育“单打冠军”“独角兽”

和“瞪羚”制造服务企业。

4.系统谋划布局，构筑平台载体。一是升级现有平台。引导

省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各类创新平台，从“规模优势、品

牌效应、业态融合、功能复合”等方面发力，提升专业化、集

成化能力。二是培育新平台。基于产业发展需求、行业发展趋

势，规划具有引领性的平台载体，从主体发展、要素配置等方

面予以支持建设。三是争取布局国家级平台载体。抓住“十四

五”期间国家布局重大平台载体的机遇，聚焦科技创新、对外

开放、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争取新一轮国家重大平台载

体在江苏首先落地。

（作者宣烨，系南京财经大学江苏现代服务业研究院院长、

教授； 胡俊，系南京财经大学江苏产业发展研究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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