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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相继发生革命性变化，陆续进入以服
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时代。
继美国之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实现向
服务型经济的转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0％。
由此，发达国家已完全确立了服务经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如0ECD的30个成员国中，服务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均达到70％以上。
　　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推动下，全球产业结构开始从“工业型经
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61％，提高到2004年
的68％。
在发达国家的引领下，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进入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时期。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5％提高到2005年的56％，
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已实现或接近实现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如韩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1990年的50％提高到2004年的62％，俄罗斯从1990年的35％提高到2004年
的60％，捷克从1990年的45％提高到2004年的59％，匈牙利从1990年的46％提高到2004年的66％，南非
从1990年的55％提高到2004年的65％，土耳其从1990年的52％提高到2004年的65％，印度也从1990年
的41％提高到2004年的52％。
　　近年来，尽管中国的服务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整个经济发展相比较，却呈现出负增长
的趋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41.7％下降到2006年的39.9％，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
家，也落后于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随着人均GDP水
平的提高而上升。
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第三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并持续上升。
在中国，不少地区和城市的人均GDP已达到甚至超过这一水平。
例如，2004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生产总值28775亿元，人均GDP达到4247美元，突破4000美元大关，
步人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然而，至2006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1.3％。
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三次产业结构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成为经济发展中
的一条短腿，开始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平稳、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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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造与服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融合、相互增强的新趋势，服务在制造企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制造企业的服务创新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本书是一部专门针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中的服务增强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
本书定位在企业层面，在系统归纳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概念，并通
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差异化和要素替代的内在机理，总结了制造企业服务
增强的基本模式，阐述了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分析框架以及实施中的能力要求、过程管理和要素
管理，提出了管理启示与对策建议。
本书紧密结合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现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内容系统、完整，逻辑性强
。
    本书适合制造业研究人员、工商管理类研究生、政府行业主管人员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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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本章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研究的基础上，界定制造企业服务增
强的概念，并提出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研究框架。
　　第一节　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研究回顾　　一、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与服务增强的关系　　本研究的
大框架是制造业的服务创新研究，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范畴。
要对此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必须要有恰当的落脚点。
　　服务增强制造企业是制造业服务创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增强主要从“结果”指出服务创新对制造企业的独特作用。
本研究正是以服务增强为线索，探讨服务创新在制造企业中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基本模式以及相关
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其中，对内在机理的研究是从理论层面揭示服务创新在制造企业中的作用机制，对服务增强模式和战
略的研究是从实践层面总结服务创新在制造企业中的作用方式和具体实施。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在理论上的一般性，又能初步探索制造
企业服务创新的具体实施，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服务增强”一词来自英文“service—enhancement”，读者在阅读时，宜将其理
解为名词结构而非动词结构，它用来描述服务对制造企业影响的结果状态。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服务增强机理、模式与战略的研究是具有先导作用的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的相关术语也都通过“服务增强”来表达。
　　二、研究起源　　制造企业服务增强的研究源于中外学者对服务在制造业中动态地位演变的考察
，它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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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制造业发展与服务创新：机理模式与战略》在战略管理和服务创新管理的框架内，对制造企业
服务增强的概念、框架、机理、模式、战略和对策展开了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
全书共七章。
《制造业发展与服务创新：机理模式与战略》在服务创新领域内提出了制造业服务增强的研究框架，
对制造业服务增强的内涵、机理、模式与战略展开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管理启示与政
策建议。
这在国内同领域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领先性。
《制造业发展与服务创新：机理模式与战略》不仅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制造业服务创新的机理，而且进
行了针对国内制造企业的大样本统计研究以及国内外典型企业的案例研究，内容较为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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