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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习近平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会谈

5月 9日，习近平在布达佩斯总理府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
宣布，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一致认为，匈牙利具
备成为东西方经济和技术交汇地的优势条件。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匈
牙利投资。双方将有序推进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移动通信技术、核能与核技术等
新兴领域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鼓励两国金融机构为贸易和投资合作提
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进一步挖掘在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潜力，继续合作发行绿
色主权熊猫债。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公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公布。其中，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包
括金融稳定法（6 月）、矿产资源法（修订）（6 月）、增值税法（12月）；初次审
议的法律案包括企业破产法（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预备审议项目中，
研究包括金融监管制度在内的金融方面综合性法律，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网络治理和
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立法项目，由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视情安排
审议。

中央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和循环利用

5月 6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强化统筹协调，安排中央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设
备更新和循环利用项目，打好财税、金融等政策组合拳，强化要素保障，促进产业向
“新”而行。设备更新将注重向民生领域倾斜，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中国与塞尔维亚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5月 8日，中国、塞尔维亚两国元首共同宣布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中方支持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首期 6项举措包括：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 7月 1日正式生效；中方支持塞尔维
亚承办 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届时将派团参展，鼓励中国企业参与相关建设项目；中
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欢迎塞方增开贝尔格莱德至上海直航航线，
鼓励两国航空运输企业开通贝尔格莱德至广州直航航线。

美联储政策对当前前景处于良好位置

近日，美联储柯林斯表示，达到 2%通胀目标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美联储
政策对当前前景处于良好位置；过早降息存在风险；需要更慢的经济增长以使通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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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通往 2%的道路上；在信心增强之前应该维持利率不变；2024年未见进一步通胀
回落进展；预计需求最终将放缓，但时间不确定。

货币市场

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008.31亿美元

近日，外汇局公布 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008.31亿美元，环比下降 448.26
亿美元。外汇局指出，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4月外汇储备规模
下降。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
定。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14个基点

5月 8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 16:30收盘报 7.2261，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14个基点，
夜盘收报 7.2236。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7.1016，调贬 14个基点。

监管动态

工信部就锂电行业相关办法征求意见

5月 8日，工信部就《锂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及公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引导锂电池企业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制造项目，加强技术
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锂电池企业每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的费用不
低于主营业务收入 3%。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锂电池行业扩产放缓、2024
年需求维持高景气度背景下，本轮锂电池行业去库存或临近尾声。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完善招标投标制度体系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
展的意见》，要求完善招标投标制度体系。健全支持创新的激励机制，优化绿色招标
采购推广应用机制，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参与的政策体系。

金融行业

上海监管局公告注销花旗银行保险中介许可证

近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公告，根据《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和《银
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注销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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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中介许可证》。

一季度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98111.8亿元

近日，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98111.8亿元，同比增
长 3.2%；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10757.6亿元，增长 2.8%。3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65.0%，上升 0.3个百分点。

热门企业

丰田汽车交出史上“最佳”成绩单

近日，丰田汽车交出史上“最佳”成绩单。公司 2024财年（2023年 4月至 2024
年 3月）实现销售收入 45.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21.37%；净利润 4.95 万亿日元，增
长 101.73%，均创历史新高。丰田汽车预计，2025财年销售收入为 46万亿日元，同比
增长 2%；净利润为 3.57 万亿日元，下降 27.8%。公司将斥资 1万亿日元回购不超过
3.04%股份，允许 65-70岁员工继续工作，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英飞凌 2024财年第二季度营收约 282.21亿元

近日，英飞凌 2024财年第二季度营收约 282.21 亿元，环比、同比均有所下降，
毛利率跌破 40%，利润率降至 19.5%。公司计划对德国工厂进行软裁员，并通过转移
生产作业至成本较低的国家以降低成本。

地方创新

成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迎来全新“路线图”

近日，《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 2024年工作要点》印发，标志着今年成都产业建圈
强链行动迎来全新“路线图”。低空经济、氢能成为今年成都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
打造的两条重点产业链。自此，成都产业建圈强链重点产业链累计达 30条。

上海：促进会商旅文体联动发展

近日，《2024 年浦东新区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明确 2024
年浦东会展重点工作安排，包括开展“四位一体”会展联合招商、支持优质会展项目
做精做强、促进会商旅文体联动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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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

盛松成（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

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为培育新质生产
力提供有力支持，因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仅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也要为科研
成果转化提供更好的市场基础、更加高效的要素配置和更为全面的人才支撑。而服务
业本身的高质量发展也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

对待服务业发展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将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与制造业发展对立起
来。事实上，没有先进和优质的服务业，就很难有先进的制造业。制造业中的高端部
分，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随着经济数字化程
度不断加深，服务业中直接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部分越来越多，服务业和制造业之
间的界限也日渐模糊，有不少属于服务的部分其价值被包含在制造品的价格之中。因
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矛盾，比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其发展内涵。

通过中美服务业结构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升服务业在
GDP中占比的重要动力，也是服务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表现；生产性服务业在中美
GDP中的占比差异大于生活性服务业，并且差距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端部分。
这些发现有望为服务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方向。
一、中美服务业结构差异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

2023年，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 54.6%。而早在 20世纪 40年
代，美国第三产业在 GDP中占比就已接近 60%，目前第三产业占美国 GDP的 81.6%。
除了总量上的差距，中美服务业结构的差异更值得关注。中美近 30个百分点的服务业
占比差距中，近 60%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概念标准，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理解为一种中间服务部门，主要
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而生活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主要用于居民最终
消费。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涉及 16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主要包括：批发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涉及 13个行业门类，
主要包括：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根据最新可得数据，我们将美
国服务业的行业小类对应到上述行业门类，得到中美两国生产性服务业分别占各自
GDP的 31.4%[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中国第三产业细分行业的数据为 2021年。此外，
我国批发和零售合并在一起统计，在计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时，以批发和零售的
50%来估算批发贸易占 GDP的比重]和 47.7%[对应到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私人提
供的以下服务：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业、专业和商务服务业（包括科研、法律、公司
和企业管理、行政和支持服务等）、租赁服务和无形资产出租、金融和保险、批发贸
易，以及政府服务。由于中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没有把政府服务单列出来，美国
则是先区分了私人服务和政府服务，然后在私人服务领域进一步细分为不同行业，而
政府服务领域则未进行不同行业的分类，因此，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统计中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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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服务，又包含政府服务。为了增加可比性，以及政府服务本身属于公共服务，故
将美国政府服务纳入生产性服务业计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较美国低
16.3个百分点。

中美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差异主要来自医疗健康和房地产领域，这两个细分行业可
以解释中美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差异的 80%以上，除此以外，中美大部分生活性服务业
在 GDP中的占比差异并不明显。随着收入提升和居民预期寿命增加，预计我国医疗、
健康、养老领域将迎来广泛发展。而中美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差异并没有统计数据所
显示的那么大。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存在低估。若根据广义口径
（把建筑业中与房地产相关的部分增加值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合并，就具备了不同国家
统计口径上的可比性）估算，中国房地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与美国、日本水平相当。这
进一步表明，中美服务业结构差异更多体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
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很难完全清晰划分，因为部分行业小类既属于生产性服
务业，又属于生活性服务业。例如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气象、地震、海洋、测
绘等专业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又比如部分行业具有同时为生产、
生活提供服务的特点（交通运输、移动电信服务、职业教育培训服务等）。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有 76个行业小类兼具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的特征，而我国生产性
服务业涉及 348个行业小类、生活性服务业包括 288个行业小类，上述交叉领域仅占
所有行业小类的 11.9%，并不影响我们观察中美服务业整体结构特征。
二、生产性服务发展可能同时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和劳动生产率

一般来说，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然而美国在服务业占比提高的同时，
也保持了较高劳动生产率。目前美国人均 GDP已突破 8万美元，同时美国 84%的就业
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表明，越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越高，且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越接近。通过纵向分析美国服
务业在经济中占比提升的过程，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升服务业在美国
GDP中占比的主要动力之一。

1947年以来的几十年中，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中的占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
尤其是其中的高端部分（如信息业、专业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个别行业（如
运输仓储）占比有所下降；而生活性服务业中，除了医疗健康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得
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值，房地产业在事实上吸纳了一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的成果）占比明显提高外，其他生活性服务业变化较为平缓，甚至小幅下降。

总体看，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对美国服务业占比提升贡献更大。在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后，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的上升空间也趋于有限。而生产性服
务业，尤其是科学研究、专业技术等，可以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
济加速发展的时代，后者甚至可能呈指数级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与人均 GDP是同步提升的。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中的占比从 1977年的 39.5%增
加至 2023年的 47.7%[计算口径同前文保持一致，1977年前部分行业小类数据未披露]，
同期其人均 GDP（按不变价计算）从 30337美元提高至 66755美元。
三、中国应更加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自 2010年至 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从 44.3%提高至 53.5%。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提升幅度
最大，其在 GDP中的占比累计提高了 1.79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
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在 GDP中的比重累计分别提高了 1.37个、1.56个和 0.83个百分点。
上述行业对我国三产占比提升的贡献合计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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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依然明显，尤其是高附加值行业。具
体而言，我国信息服务和软件业占 GDP的 3.9%，较美国低 3.3个百分点；我国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GDP的 2.5%，而美国高达 5%；我国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则比美国同
类领域（租赁服务和无形资产出租、法律服务、公司和企业管理服务、行政和支持服
务）低 3.8个百分点。上述三个行业加总来看，中国低于美国 9.6个百分点，这些解释
了中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差异的 58.9%。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亦有较大提升空间。以金融行业为例，2023年我国金
融业增加值占 GDP的 8.0%，甚至高于美国（7.3%），但“大而不强”。从服务贸易
看，2023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顺差仅为 6.47亿美元，而美国金融服务贸易顺差为 1136
亿美元，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首要来源。这表明我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提出了要求。金融
业在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方面仍大有可为。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也有不少来源于生产性服务业。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知识
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具有优势，顺差规模分别为 1136亿美元、
820亿美元和 1084.2亿美元。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项下的逆差为 317.5亿美元；
其他商业服务贸易顺差 380.3亿美元，与美国差距仍大。因此，尽管在货物贸易方面
美国有巨大规模逆差，也要看到美国服务贸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国际收支
平衡。2023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规模近 2800亿美元，而我国逆差规模超过 2200亿美
元。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将助力我国主动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对提高我国在贸易新业态领域的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预计，到 2040年，全
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将达 50%。目前，全球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 30%，
中国占 12%。而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数字化预订
（digitally ordered）或数字化可交付（digitally deliverable）的贸易]的占比正不断攀升，
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高收入国家在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中，占据的份额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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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而我国是全世界生产数据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待挖掘、释放的潜力是巨大的。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统计，中国 14亿多人口创造的数据超过整个世界数据量的 20%。
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质重于形式

简单、片面局限于服务业或制造业在 GDP中的占比数据意义不大，而应更加注重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甚至可以说，没有先进和优质的服务业，就很难有先进的制造业。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在谈及落实“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时，也专
门谈到“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2023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占货物出口总额的 25.1%。其中，信息及通讯产
品出口额为 4985.2亿美元，实现顺差 3358.7亿美元。但也应客观地认识到，这些产品
出口金额中也包括了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产能，中国公司要从这些产品销售中获得
更多的增加值仍须努力，尤其是其中的知识产权、品牌等属于高附加值服务业的部分。

近年来全球生产布局的“近岸回流”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为基础的，提升了企业对产品定制化需求的生产响应能力。应对类似挑战，需要中国
企业具备更强的国际化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劳动力成本提升、国际环境变化、全球价
值链重构等多重因素驱动下，中国企业迈出了新一轮“出海”的步伐，更需要生产性
服务业为其“保驾护航”。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品牌
建设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也需要商务服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的支持。我国
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转变，是一个需要各个行业和领域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

总而言之，服务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具
有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我国服务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随
着数据要素重要性日益凸显，叠加信息技术加速发展、能源转型等重大变革，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有望发挥更多优势，为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持续创新
营造更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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