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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运行监测与投资商机研究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13722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detail/137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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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从制造业内部分离、独立而发展起来的新兴服务业，本身就是实体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为生产性服务业
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而生产性服务业以其高度的创新性、广泛渗透性、深度产业关联性和
效率倍增性等优势，支撑和促进制造业优化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
制造面临创新不足和附加值低下的现实矛盾，日益受到内部的资源环境制约。生产性服务业
的发展，能够增加制造业的知识水平，扩大制造业的赢利能力，为制造业带来较高的外部性
知识收益。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深化制造业分工、降低产业链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随着制造
业分工的深化，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以往由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不断被分割并外
包给专业服务企业，使制造企业集中精力于制造和生产环节，并能够获得更专业更高质量的
服务，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不同环节的生产成本，更能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随着围绕制
造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服务体系的完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企业提供从产品立项到产
品营销与服务的全方位支持，并提高企业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我国在国际产业链条中处于中
低端，直接获益相对较少。其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凭借其高水平的研发和市场营销能力控制了
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取得了支配权。尽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有助于解决我国工业
价值链关键环节的缺失，推动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
的依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协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
是商务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和升级，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外向度，扩大产品出口，并推动我国
生产供给结构优化，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非价格竞争力，从而摆脱主要依
靠价格竞争的不利局面。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将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
发展，扩大服务贸易出口，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外贸增
长方式由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艾凯咨询集团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行业市场运行监测与投资商机研究报
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行业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行业规
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生产性服务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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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2012-2013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综述
第一节 全球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分析
二、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途径
三、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互动明显
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五、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体系分析
第二节 国外典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集群分析
一、美国硅谷
二、英国
三、意大利
第三节 国内外主要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一、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特色产业集群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专业化人才资源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发展的保证
第二章2012-2013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生产性服务业基本特点
一、全球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
二、向新兴领域加速发展
三、分布日趋集中
四、关联性强，产业融合是发展趋势
五、金融、电信领域并购持续升温
六、科技创新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
第二节2012-2013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国家发展分析
一、美国
二、英国
三、日本
第三章 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PEST分析法）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政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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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二、政府强力推动使行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第四章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运行现状深度剖析
第一节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黄金投资期来临
二、从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扩展
三、发展“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
四、振兴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节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基本特点分析
一、与生产制造业融合趋势增强
二、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速
三、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
第三节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瓶颈
一、产值规模小，发展水平较低
二、集聚度不高，区域分工和协作不够
三、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
第四节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战略途径与对策建议
第五章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市场运行态势解析
第一节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概况
一、现代物流业
二、科技服务业
三、金融保险业
四、信息服务业
五、商务服务业
第二节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城市发展概况
一、北京
二、武汉
第三节 上海：以开发区为载体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
一、科技研发型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二、物流型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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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郊特色专业型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第六章 2012-2013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竞争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2-2013年中国现代物流业竞争分析
一、竞争态势
二、重点企业概况
第二节2012-2013年中国科技服务业竞争分析
第三节2012-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业竞争分析
一、竞争态势
二、重点企业概况
第四节2012-2013年中国信息服务业竞争分析
一、竞争态势
二、重点企业概况
第五节2012-2013年中国商务服务业竞争分析
一、竞争态势
二、重点企业概况
第七章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预测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三、规模预测
第二节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结构预测分析
第三节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预测分析
一、现代物流业
二、科技服务业
三、金融保险业
四、信息服务业
五、商务服务业
第八章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演进
一、信息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加速融合，服务产品化趋势明显
二、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三、服务内容不断更新
第二节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应用创新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将进一步加强
二、服务外包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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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递进与变迁
一、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加快，作用日益凸现
二、向中心城市和产业空间聚集地区集中
三、外资投资不断加大，竞争逐渐激烈，国内企业处于劣势
第九章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热点预测与建议
第一节 政策助推，物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第二节 市场拉动，会展业发展前景广阔
第三节 市场、技术双重驱动，电子商务持续升温
第四节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
一、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日益壮大
二、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日趋紧密
三、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方式呈现虚拟化、网络化、外包化的趋势
四、工业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第十章业内专家对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建议分析
第一节 对政府的建议
一、消除体制性障碍，优化市场竞争机制
二、加强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道
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四、加快科技创新、人才开发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五、加快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培养
第二节 对企业的建议
一、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并寻求行业影响力
三、加快知识创新步伐，提高核心竞争力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2005-2010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图
图表：2009-2010年中国CPI、PPI月度走势图
图表：2005-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5-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1978-2009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比表
图表：1978-2009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9-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季度增速
图表：2005-201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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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5-2010年我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比图
图表：2005-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
图表：2009年1月-2010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图表：2010年10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照表
图表：2009-2010年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表 单位：亿元
图表：2009-2010年中国货币供应量月度增速走势图
图表：2001-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及增速变化图
图表：2010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币利率调整表
图表：我国历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统计表
图表：2005-20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5-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10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中国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中国城镇就业人数走势图
图表：1978-200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1978-2009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9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2005-2009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走势图
图表：2001-2009年我国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走势图
图表：1978-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走势图
图表：2005-200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走势图
图表：全球制造业中服务部分所占比例
图表：美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
图表：2001-2006年香港专业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
图表：2009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统计
图表：2009年中国A级以上物流企业数目
图表：2006-2008年科技成果累计投入分布
图表：2009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负债情况表
图表：中国金融机构分布状况
图表：2007-2009年中国现代信息服务业细分产业规模
图表：2009年中国物流企业前10强
图表：2009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规模
图表：2009年全球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结构
图表：2007-2009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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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9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
图表：2009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
图表：2009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布
图表：2008年中国科技投入主体分布
图表：2007-2008年各类经费累计投入比例分布
图表：2001-2008年中国各技术市场成交额及增长率
图表：2009年中国金融业结构状况
图表：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预测
图表：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结构预测
图表：2013-2017年中国物流业增长预测
图表：2013-2017年中国科技投入主体构成预测
图表：2011-2015中国信息服务业规模预测
图表：2013-2017年中国商务服务业规模预测
图表：略．．．．．．．．．．．
更多图表见报告正文 

通过《2013-2017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运行监测与投资商机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
投资机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
详实信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
发展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uaon.com//detail/137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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