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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回顾“十五”规划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除“十四五”以外，均未提及

“比重”，而多涉及“结构”，此次提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个标

志性事件。这主要应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有所回落，由此滋生对“过早

去工业化”的担忧，以及外部贸易和科技纷争的不确定性下，需要进一步夯

实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基础相关。 

 2、中国工业份额回落时点偏早。美国、日本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开始筑顶

回落时，人均 GDP 较高，后续份额亦保持相对稳定，并未出现大幅回落。

韩国这一份额甚至还呈现上升趋势。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开始回落时，

人均 GDP 偏低，存在一定过早“去工业化”的嫌疑。此外，从商品消费向

服务消费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需求支撑显得不足。从

对外贸易角度看，我国部分行业制造业份额被蚕食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 

 3、制造业份额过早下降可能带来不利影响：1）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2）

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3）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失衡。 

 4、韩国维持较高制造业占比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韩国制造业比重基本

稳定在 29%左右，甚至略有上升趋势：1）20 世纪 90 年代后，韩国消费对

制造业生产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韩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

撑作用逐步凸显；3）韩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有助于抢占全球制造

业份额。 

 5、影响中国“去工业化”的两个变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一些

“慢变量”依然存在：1）随着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有可

能继续被动失去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份额；2）“逆全球化”和发达经济体

制造业回流继续演绎。一些“快变量”正在显效：1）政策层面不再过分强

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2）深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解决大城市

住房问题、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望促进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向

制造业转移；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成阶段性成果，未来将和需求侧管理

相配合，以消费升级促制造升级空间广阔。 

 6、看好中国制造业发展前景。这可以从五条主线来理解：1）疫后复苏中工

业制造业韧性更强；2）制造业投资有望上个台阶；3）抑制制造业投资的因

素被“纠偏”；4）需求侧改革促进制造业升级；5）双循环格局下建设制造

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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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值得关注。回顾“十五”规划以来的历

次五年规划，除“十四五”以外，均未提及“比重”，而多涉及“结构”。此次将“保持制造业比重

基本稳定”明确写进五年计划规划纲要尚属首次（图表 1），值得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主要应与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有所回落，由此滋生“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以及外部贸易和科技纷争的

不确定下，需要进一步夯实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基础相关。 

考虑到近年来尤其是 2020 年经济结构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我们过去在产业结构和政策方面的一些

认识和观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1）认为一国第三产业占比越高说明该国产业结构更高级。这忽视了

发达国家大多有过一段借助制造业实现高经济增长的历史，以及当前制造业实力强劲的国家实际制

造业增加值份额维持相对平稳的现实；2）认为中国制造业只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至于够不够

“大”并不是个问题。这忽视了维持制造业占比对促进一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且有重“效

率”而轻“安全”的风险；3）对“腾笼换鸟”过于乐观，更多地只考虑“旧鸟”怎么出去，而没有

充分意识到“新鸟”进来的难度。这一情景基于过去全球化势头良好，产业转移加快推进的预设。

实际上近年来国际政经形势的变化，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均提高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难

度；4）中国出口导向的影子更深，在制造业发展上对国内需求回应不足。这是特定阶段向外学习先

进技术和维持经济高增长的需要。但由于国内市场未能得到充分培育和响应，当“对外”遇到波折

时，“对内”就可能存在衔接不够及时和充分的问题。 5）对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过分强调。这忽略

了问题的另一面——在维持增加值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一部门就业吸纳能力越强，实际上说明该部

门劳动生产率水平越低。因此，需要格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结构变化的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本报告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如何看待中国近年来工业份额有所回落的问题？2）

韩国将制造业比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启示？ 3）如何看待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

前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2020 年制造业涌现出来的五条主线，我们看好中国制造业未来

的发展。 

图表1 “十四五”规划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发展规划  工业相关表述 制造业相关表述 

“十五” 

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

性任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切实转变工业增长

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要加快发展电子信息、

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工业发展

新的增长点；推动整个工业优化升级和持续发展。 

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十一五”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切实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坚持以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加快发展

先进制造业；广泛应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

改造提升制造业；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作用；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十二五”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

费品工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发

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

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

进制造业融合。 

“十三五” 

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

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

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

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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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 

“十四五”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先进制造业集

群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

农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

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份额回落 

2.1、中国工业份额回落时点偏早 

“去工业化”最初指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份额持续下降的现象。不过就业份额的下降并

不意味着产出份额的下降。实际上，随着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制造业部门将出

现剩余劳动力，并逐步向就业吸纳能力不断增强的服务业部门转移，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

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就业份额意义上的“去工业化”过程，但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产出份额保持相

对稳定，依然具备强大的制造实力。因此，相比就业份额的“去工业化”，更值得警惕的是实际产出

份额的“去工业化”。 

中国制造业名义增加值近年来呈现回落态势，但考虑到制造业产品价格的扰动，用实际增加值占比

来分析是必要的。由于中国缺失制造业实际增加值数据，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们选取工业增加值

和工业就业份额加以替代。尽管工业和制造业口径有所不同，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

份额稳定在 85%左右，且两者走势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因此选用工业代替制造业来进行对比相对可

靠。根据 GGDC数据，中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开始在 2013年达到峰值，后续逐步回落，工业份

额达到峰值时人均 GDP仅为 11328 美元（图表 2）；而美国、日本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开始筑顶回

落时，人均 GDP 分别为 26603 美元、30620 美元，且后续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并未出现大幅回落

（图表 3、图表 4）；韩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维持在较高水平，甚至还呈现上升趋势（图表 5）。因

此，中国存在一定过早“去工业化”，换言之，“未富先去（工业化）的嫌疑。 

图表2 中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有所回落 

 

图表3 美国工业份额下降时人均 GDP较高 

 

 

 

资料来源:GGDC，世界银行，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GDC，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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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日本工业份额下降时人均 GDP较高 

 

图表5 韩国工业份额仍在上升 

 

 

 

资料来源:GGDC，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GDC，平安证券研究所 

 

一般而言，从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两个角度看，支撑一国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因素如下：1）需求

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一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可能更多倾向于增加对服务的需求，

减少对制造品的需求。2）生产率提高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当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得更快时，制造业部

门需要的劳动力比例也会有所降低，多余工人更多流入服务业。3）贸易因素的影响。由于全球贸易

的主要是商品贸易，全球贸易萎缩或本国贸易比较优势丧失，可能导致一国被动失去部分制造业份

额。4）产业政策的影响。若一国大力施行产业升级政策，主动引导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也可能对

制造业占比有一定影响。 

除此之外，随着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加深，部分原本从属于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可能从制造

业部门分离出去，形成其他的生产性服务业门类；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制造业

部门“锁定”一定份额，后发国家面临技术和知识产权壁垒，可能难以向上突破。这两个因素导致

部分后发国家去工业化趋势在加剧，时点在提前（图表 6、图表 7）。考虑到以上两项因素，我们认

为“去工业化”在指标上的意义应当有所淡化，单纯讨论“去工业化”意义不大，但结合中国产业

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工业份额下降的趋势值得警惕。 

图表6 近年来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在加剧 

 

图表7 部分后发国家去工业化的节点在提前 

 

 

 

资料来源: Rodrik（2016），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GDC，平安证券研究所 

 

10

15

20

25

30

35

40

15286 19804 24674 30813 33013 34990

日本工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变化
名义增加值 实际增加值 就业

0

10

20

30

40

50

1916 3388 5674 10509 18219 25391

韩国工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变化

名义增加值 实际增加值 就业

-14

-12

-10

-8

-6

-4

-2

0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之后

各个时代工业就业份额相比1960年之前的变化%

注：相对变化是指，控制住

GDP、地理位置等外在条件后，
单纯由时代特征带来的影响

ARG

BOL

BRA
BWA

CHL

CHN

COL

CRI

DNK

EGY

ESP

ETH

FRA

BGR

GHA

IDN

IND

ITA

JPN

KEN

KOR

MEX
MUS

MWI

MYS

NGA

NLD

PER

PHLSEN

SGP

SWE
THA

TWN

TZA

USA

VEN
ZAF

ZMB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3% 8% 13% 18% 23% 28% 33% 38%

人均GDP(2011年美元)

工业就业份额

各国去工业化开始时的工业份额与人均GDP

人均 GDP（2011年美元） 

30620 美元（1992年） 

% % 

人均 GDP（2011年美元） 



宏观·宏观深度报告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7 / 17 

 

2.2、 “去工业化”进程中的需求支撑不足 

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去工业化”过程中提供的需求支撑显得有些不足：1）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需求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居民储蓄倾向较高的中国，尤其如此。但

如前所述，中国开始“去工业化”时的人均 GDP水平，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时人均

GDP 水平有较大差距，从而后续消费需求升级，及其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可能受限。2）使

用食品、衣着等家庭消费支出的加总来模拟中国商品消费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居民商品消费

的同比变化和制造业增加值的同比变化相关性较弱（图表 8），而出口金额同比和制造业增加值的同

比变化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图表 9）。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

的引领作用有限，而出口及其折射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变迁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就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而言，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大国提供初级产品、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格局

可能是当前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制造业份额相对较高的原因。韩国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较

为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在产业政策方面极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具备潜在广阔市

场的国家，由内需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具备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中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偏低，

且近年来居民消费增速趋缓，贸然“去工业化”尚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简言之，需要在顺畅“外循

环”的前提下，逐步过渡到以“内循环”为主，实现居民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良性互动。一

个抓手（内需）还不牢靠，就急于摆脱另一抓手（外需），这一倾向有冒进之嫌。 

图表8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商品消费的相关性较弱 

 

图表9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金额的相关性较强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3、被动丧失的部分制造业份额难以逆转 

从贸易角度看，我国部分制造业行业份额被“蚕食”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考察近年来我国制造业

各部门的情况，可以发现增加值年均同比增速低于 GDP年均同比增速的制造业部门，多属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这也意味着这些行业可能对我国制造业占比的稳定形成拖累（图表 10）。从 2016年开始，

中国出口增速与东盟出口增速的差值大幅回落，也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优势的丧失

是我国制造业出口回落，从而制造业份额下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图表 11）。这一变化的驱动因

素显而易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农民工数量同比增速和 15-64 岁劳动力占比的回落，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且较难逆转（图表 12）。此外，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

发展，创造了大量包括外卖配送等在内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客观上也造成了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流失，

加速了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若只是伴随着向制造业供应链中高端的迁移，而失去部分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份额，并非完全无法接受。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诉求、新冠疫情

后的制造业回流、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等，势必加大中国制造业“向上突破”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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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已经失去的制造业份额较难、也无需事无巨细地夺回，争取额外的制造业份额又面临

着日益严峻的经济和非经济层面的挑战（供应链和产业链要追求韧性而非仅仅考虑效率）。“两头挤

压”之下，中国制造业如何“稳中求进”，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 

图表10 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制造业份额回落的主要拖累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东盟国家“侵蚀”中国制造业份额 

 

图表12 中国人口红利逐步丧失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4、制造业份额过早下降带来的问题 

一国制造业份额过早下降可能产生诸多不利影响：1）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第二产业

TFP 增速仍然高于第三产业（图表 13），说明制造业依然是创新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领域，过早

“去工业化”不利于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此外，无论是德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还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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