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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
重基本稳定”，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截
然不同。这一提法主要针对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未来
5 年制造业有望迎来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更大的发展机遇。 

风险提示：国内疫情防控压力超预期；中美关系变化超预期；技术进步
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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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与
“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截然不同。这一提法主要针对中国制造
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未来5年制造业有望迎来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更大的发展机遇。 

一、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特征 

2012 年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和就业占比不断下滑，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特
征。从工业增加值占比来看，2006 年起中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
由 2006 年的 42.0%降至 2020 年的 30.8%，尤其是 2012 年以来下滑速度明显加快。从就业
占比来看，1978 年至 2012 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17.3%波动上升至 30.3%，此后进入
下滑阶段，2019 年回落至 27.5%，2020 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升至 28.7%。 

图 1：中国去工业化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去工业化现象有着过早和过快的特征。 

（1）过早，是对于中国去工业化进程开启的时点而言。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时主要具有三
个特点：其一，制造业就业比重达到 30%以上的较高水平，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一度达到
近 40%的峰值；其二，国民经济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 GDP 一般达到 1.6 万美
元至 2 万美元；其三，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全球竞争力较强。相比之下，2012 年中国制
造业就业比重偏低，人均 GDP 水平仅为发达国家同期的 1/3，且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特征明
显，尚不具备充足的技术优势，属于过早的去工业化。 

图 2：中国去工业化开始时点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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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ni Rodrik（2016），GGDC，世界银行，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横轴为各国去工业化开始时的对数人均 GDP，纵轴为制造业就业占比 

（2）过快，是对于中国去工业化的速率而言。2012 年-2019 年中国服务业产出比重从 45.5%

提升至 54.3%，主要挤占了工业的份额；年均提升幅度超过 1.2%，远快于发达国家的历史
经验。以韩国为例，韩国的去工业化始于 1988 年，1988 年-2003 年 15 年间韩国服务业产
出占比从 49.4%提升至 59.9%，年均提升幅度只有 0.7%。 

第二，中国的去工业化现象有着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行业的比重下降
显著。 

从各行业增加值增速来看，2012 年-2019 年燃气生产、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计算机通信和
电子、设备修理、医药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增速较高，石油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其它采
矿、烟草制品等行业增加值增速偏低。从工业部门各行业收入占比来看，2012 年-2019 年
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行业比重从 8.5%升至 11.9%，提升幅度最大；煤炭开采、纺织、农副食
品加工、钢铁、化工等高耗能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 1%以上。综合来看，中国高技术
行业的增长尚不能抵消劳动密集型和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下滑的影响。 

图 3：2012-2019 年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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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二、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原因 

中国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环境。 

第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出现快速上升。 

劳动力成本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在 2011 年前后：15-64

岁人口数占比开始下滑，少年儿童抚养低位企稳，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总抚养比开
始上升。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使得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逐渐走高。据牛津经济研究院，考
虑劳动生产率和汇率影响后中国制造业 2015 年的劳动力成本已接近美国，是印度的 2 倍
以上，明显高于日本、墨西哥和中国台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在
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 

图 4：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出现在 2011 年前后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土地成本方面，优惠的土地政策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土地管
理制度的逐渐完善，工业用地价格开始走高。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工业用地成本是美国中西
部地区的 4-6 倍、越南的 2 倍左右。房价地价的上涨明显拉高了工业企业的用地成本，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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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了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并刺激了资金脱实向虚、空转套利，削弱了工业企业的资源配
置效率。 

第二个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服务业占比提升的产业升级冲动。 

在诸如服务业的产业形态更加高级、服务业占比提升是产业升级的唯一标志等错误理念的
影响下，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积极引导要素从工业农业部门向服务
业部门流动，规划将服务业培育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腾笼换鸟”的关键是“换鸟”
而不是“腾笼”，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以发达的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不考虑地区工
业基础、一味追求服务业占比提升的产业升级冲动并没有带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是
引发了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在此推动下，一部分高污染
和高耗能产业的政策优势逐渐丧失，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个原因是产能结构失衡和供给侧改革加剧了工业比重波动。 

供给侧改革旨在解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化解工业产能
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但过剩产能的去化是快变量，先进产能的升级是慢变量。由于先进制
造业的增速落后于过剩产能的淘汰速度，短期内中国去工业化的特征有所强化，宏观周期
趋于钝化，微观结构趋于分化。以 A 股行业为例，微观上新经济和旧经济的投资周期出现
了明显的分化，结构的转变在短期内加剧了工业比重的波动。 

最后，全球产业链重构也是对中国制造业的重大挑战，表现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上
挤下压”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凭借低廉的人工成本积极吸引外资、挤入全球价值链。从 2016

年开始，中国针织钩编服装、皮革制品、鞋靴护腿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份额回落明显，
部分产业向外迁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图 5：中国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份额明显回落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不断加大对中国制
造业升级的封锁和压制。2018 年的贸易战对中国出口造成了明显扰动，2019 年中国对美
出口金额回落 12.5%，关税清单重点打击的化学制品、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
和通用机械等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速较上年分别回落 20.9%、10.9%、8.1%和 7.2%。拜登上台
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小院高墙”特征更加明显，推动关键产业链去中国化和进行科技封
锁的尝试可能再度加速。 

三、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不利影响 

按照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制造业比重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量变过程，
工业发展水平会随着这种量变实现由弱到强的质变。如果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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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发展将承受较大的负面效应。 

第一个负面效应是生产率下降。在制造业效率较高的时候开始去工业化，可能导致资源从
高生产率部门流向低生产率部门，进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测
算，2017-2019 年中国制造业 TFP 增长率低于信息传输、公共管理、教育等行业，但高于
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文化体育、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表明制造业仍对经济增长和生产
效率提升具有较强推动作用。参照 Marcio 等（2008）对巴西的研究，如果去工业化过程
中低生产率的服务业部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就很可能停滞不
前。 

图 6：2017-2019 年分行业 TFP 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天风证券研究所 

第二个负面效应是影响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会推动资本积累和
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向上游发展，另一方面将催生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为现代化服务
业创造发展空间。当下中国服务业中高端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低效率的低端
服务业与房地产业占比过高。过早过快的去工业化将压缩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对制
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双重负面效应。 

第三个负面效应是加剧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作为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制造业
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联较强，具有更高的就业乘数。根据 MAPI，每增加 1 个制造业的岗
位可以刺激增加 3.4 个其他行业的岗位。随着去工业化的深化，一国就业市场将面临供求
失衡，低技能劳动力失去在工业部门的工作机会，又难以从事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将成为严重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开启较晚，
制造业岗位的外流也带来了美国基尼系数的一路走高，从事低端服务业、制造业的群体无
法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从事高端产业的群体在财富分配中深度受益。 

图 7：美国服务业比重和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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