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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关联效应研究

吴　 玉， 周　 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基于四川省和重庆市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成渝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和装备

制造业的关联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成渝装备制造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更大，其中以软件信息、
科研技术为主。 成渝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行业的侧重点不同，总体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中间投入更大。 成渝生

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更好地促进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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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制造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生产

总值的重要来源之一。 ２０１７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

达 ２４２ ７０７ 亿元，约占 ＧＤＰ 的 ３０％，继续位列全球

第一。 同年，“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重点发展高端装

备制造业，以智能制造为发展目标，加快创新驱动的

步伐。 因此，发展装备制造业既是促进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也是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东部地区为了缓解集聚经济

造成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的局

面，从而使制造业逐渐向西迁移。 而成渝城市群作

为中国中西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需要抓住这

次机会，做好承接工作。 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十三

五”规划的目标，如何更好地促进成渝城市群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加快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

融合，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涉及多方面

的因素。 从产品层面上看，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向装

备制造业提供的是以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等生产要

素为主的中间投入品（方来，韩君，柴娟娟［１］ ）。 从

技术层面上看，更多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扩散、
渗透到装备制造业的过程（孙先民，韩朝亮［２］ ）。 从

资本层面上看，生产性服务业资本主要依赖于装备

制造业的积累，并且形成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和资本

市场（孔令夷，邢宁宁［３］）。 因此二者的融合不仅能

够培育并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能不断促进产

业结构的升级，优化经济结构。 纵观现有的文献，大
都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上出发，证
实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綦良群，
张庆楠［４］；叶绿来［５］；刘亚清，闫洪举［６］ ）。 此外，生
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不仅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夏
伦［７］），还影响制造业的结构变迁 （张建华，曾依



妮［８］）。 部分学者还研究了二者的协同集聚（冯严

超，王晓红［９］；周明生，陈文翔［１０］）。
尽管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学者对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是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对象大都是以整个制造业为主，
很少涉及装备制造业领域；二是研究二者的关联效

应时，大都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较少采用投入产出表

相关数据；三是研究区域多以全国、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为主，甚少涉及成渝等西部地区。 因

此，本文基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成渝城市群投入产出表

的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关联效应

进行实证分析。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装备制造业主要是为其他产业部门的简单或扩

大再生产提供装备的一类产业。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

划分（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 ８ 类：
金属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业、通信设备业、
专用设备业、仪器仪表业、电气机械业、铁路船舶业。
而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
依附于制造业。 但由于本文的数据来源———《四川省

投入产出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７）、《重庆市投入产出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在编制方法上有一定的区别，故为了统

一口径，现将资料进行了整理，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划分

Ｔａｂ．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类别 名称 简称

装备制造业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专用设备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仪器仪表业

生产性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交通仓储业

金融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 租赁和商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科学技术业

信息和软件 信息软件业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９３６ 年，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等人［１１－１２］ 首次利用投入产出

表定量分析经济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了更全

面地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关联效应，
主要采用了以下几个指数：

（１）中间需求率 ｈｉ( ) 。 指其他产业对某一产业

产品的中间需求之和与所有产业对该产业产品的总

需求之比。 反映了某一产业中有多少是中间产品。
其对应数学公式可写为：

ｈｉ ＝
∑

ｎ

ｊ ＝ １
ｘｉｊ

∑
ｎ

ｊ ＝ １
ｘｉｊ ＋ Ｙｉ

，　 ｉ ＝ １，２，…，ｎ( ) ， （１）

　 　 其中，∑
ｎ

ｊ ＝ １
ｘｉｊ、Ｙｉ 分别表示其他产业对该产业产

品的中间需求量和最终需求量。
（２）中间投入率 ｋ ｊ( ) 。 在一定时期内，某一产

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比上总投入。 反映了该

产业附加值的高低以及对上游产业的推动能力。 其

对应数学公式可写为：

ｋ ｊ ＝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
ｎ

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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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ｎ

ｉ ＝ １
ｘｉｊ、Ｙ ｊ 分别表示该产业的中间投入和

增加值。
（３）感应度系数 Ｅ ｉ( ) 。 在其他产业增加一个

单位最终产品时，某一产业要为此提供的产出量，也
称前向关联系数。 反映了该部门对经济发展的需求

感应程度强弱。 其对应数学公式可写为：

Ｅ ｉ ＝
∑

ｎ

ｊ ＝ １
ｂ
－

ｉｊ

１
ｎ∑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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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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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

ｉｊ

，　 ｉ ＝ １，２，…，ｎ( ) ， （３）

　 　 其中，∑
ｎ

ｊ ＝ １
ｂ
－

ｉｊ 为里昂栖夫逆矩阵行之和，反映其

他产业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该产业产品

的全部需求； １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ｂ
－

ｉｊ 为里昂栖夫逆矩阵中行与

列的平均值。
（４）影响力系数 Ｆ ｊ( ) 。 某一产业增加一个单

位的最终产品时，其他产业所产生的需求波及程度，
也称作后向关联系数。 反映了该部门对其他部门拉

动作用的大小。 其对应数学公式可写为：

Ｆ ｊ ＝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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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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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ｎ∑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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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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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ｎ

ｉ ＝ １
ｂ
－

ｉｊ 为里昂栖夫逆矩阵列之和，反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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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其他产业的全部

需求； １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ｂ
－

ｉｊ 为里昂栖夫逆矩阵中行和列的平

均值。
（５） 对特定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参照王琪延等人［１３］对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的认识，
在原有公式的基础上稍作修改：

ｅ１ｊ ＝
Ｃ１ｊ

１
ｎ∑

ｎ

ｊ ＝ １
∑

ｎ

ｉ ＝ １
Ｃ ｉｊ

　 ｉ， ｊ ＝ １，２，…，ｎ( ) ， （５）

ｅｉ１ ＝
Ｃ ｉ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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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ｊ ＝ １
∑

ｎ

ｉ ＝ １
Ｃ ｉｊ

　 ｉ， ｊ ＝ １，２，…，ｎ( ) ． （６）

　 　 其中， ｅ１ｊ 表示某产业 ｊ（本文为生产性服务业）
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ｅｉ１ 表示某产业 ｉ 对装

备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
２　 产业关联分析

２．１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成渝城市群的第三产业得到了

快速发展。 从产业结构上看，分别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８．２：３９．８：４２ 演变为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７５：４３．７：４５．５５。
尽管制造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
装备制造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持续上升，２００２ 年为

１４．５８％，２００７ 年为 ３３． ６５％，２０１２ 年为 ４４． ４５％，到
２０１６ 年增加至 ５５．０９％。 成渝城市群现主要向高端

装备制造业方向发展，需要有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

支持，比如交通、仓储、金融、科技等。 促进生产性服

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支撑成渝

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２．２　 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２．２．１　 装备制造业整体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根据公式（１），计算了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２ 年成渝装备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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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装备制造业整体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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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渝装备制造业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间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而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２ 年则形成了稳定的发展趋势。 ２００２ 年，租赁和

商务（３６．７４％）、信息传输和软件（３２．０８％）、科学研

究和技术（３２．１８％）三者占成渝装备制造业整体的

中间需求比重达 ９０％以上，这是由于高端装备制造

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科技、信息软件等研发的

需求较大，同时需要场地、商务服务来提供硬件支

持。 ２００７ 年，成渝新特区成立，吸引了大量的金融

企业快速聚集，设立区域总部，从而为装备制造业的

发展提供较大的资金支持。 故这五年间，金融业一

跃成为最大中间需求行业，其比重提高了近 １２％，
而租赁和商务则有 ８％的下滑，这可能是机械、计算

机、电子信息等中小型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合

并。 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由于成渝的金融体系并不完

善，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活动也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失控，从而使装备制造业对金融业的中

间需求创 １０ 年新低，为 ２５．６％。 此外，长三角、珠三

角等地区的制造业运营成本增加，致使大量的制造

业企业向成渝经济区转移，使租赁和商务在成渝产

生较强溢出效应的集聚经济特征，故对租赁和商务

的需求有了较大提升，达 ３５．５７％。
２．２．２　 装备制造业各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

不同的装备制造行业针对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类

型，其中间需求也具有较大的区别。 为了进一步明确

五大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因素，选取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计算

五大装备制造业的中间需求并分析，结果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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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２ 年成渝五大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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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ｈｅｎｇｙｕ ｕｒｂ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通用、专用、交通运输设备对交通、仓
储和邮政的中间需求最大， 分别为 ４８． ０７％ 和

６８．３７％；信息传输和软件则对电气机械及器材

（７１．０３％）、通信设备、计算机（５１． ９４％） 的影响最

大，而仪器仪表对科学研究和技术的中间需求达

２６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６１．５６％，这与其自身的产业性质有较强的关系。 同

时，这直接说明科技、创新、交通、信息和软件成为发

展成渝城市群装备制造业的五大要素。 因此，成渝

需要进一步扩大研发力度和优势资源，比如四川凭

借人才、金融等要素，依托坚实的重工业基础，以信

息化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化，形成以电子信息

产业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基地；重庆可形成完善的

汽车等交通设施的生产体系，增加产、学、研基地，充
分利用天然气这一自然资源，发展化工产业等。
２．３　 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

２．３．１　 整体生产性服务业

根据公式（２），计算了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各行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

入率，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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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成渝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对各类型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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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成渝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

造业的中间投入百分比分别为 ２３． ０２％、２５． ３９％、
２４．１４％，整体比较稳定，上下浮动在 ２％左右。 从整

体来看，交通运输设备、通信及计算机设备的投入比

重最大，均超过 ５０％，成为了成渝装备制造业发展

的主力军，这也主要得益于四川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和重庆的摩托车、汽车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的发展。
而通用、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中间投入率相对比较

固定，投入比重分别维持在 ３０％、４２％左右，而电气

机械及器材的投入比最低，不到 ３０％。 从时间上

看，生产性服务业对通信设备、计算机、电气机械及

器材的投入百分比一直呈上升趋势。 尤其在 ２０１２
年，通 信 设 备、 计 算 机 的 比 值 达 到 最 高 峰， 为

６４．９１％，这是由于响应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号召，
大力发展信息化建设，将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技术相结合，促进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而交通运输

设备、仪器仪表的中间投入率则逐渐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分别降低到 ４２．５％和 ３７．７９％。 在这 １０ 年间，下

降比例均达到 １０％，这说明二者作为装备制造业中

的传统行业，急需技术创新来提升发展。
２．３．２　 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

为了更深层次挖掘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

装备制造业的投入占比，选取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并计

算，结果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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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２ 年成渝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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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年，成渝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

制造业各部门的中间投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其

中，交通、仓储和邮政对装备制造业的投入比重较

大，均超过了 ３３％。 尤其是针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占据了 ４０．０３％的投入，由此可见，改善交通状

况，加快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运输

网络布局，有利于促进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金融业成为继交通、仓储和邮政后第二大投入较多

的行业，尤其是对通信设备、计算机的投入比重达到

了 ５４．９８％，因此成渝需进一步激发金融业的活力，
形成多元化金融体系，增强创融投资、资本市场等核

心竞争力。 同时，装备制造业属于工业，需要场地、
管理和咨询服务，从而租赁和商务对装备制造业的

投入也较多，分别为 １７． ３５％、 ２０． ０４％、 ２７． ６８％、
１２．０６％和 １３．６２％。 另外，信息传输和软件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在整个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中存在感较

低，说明其对装备制造业的投入具有针对性。 即信

息传输和软件业对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的投入相对

高点，在 １０％左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主要应用

在通 用、 专 用 设 备 （ １１． ５％）、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１１．７９％）。
２．４　 产业关联效应

２．４．１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关联效应

通过公式（３）、（４），计算出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影响力

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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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成渝生产性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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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图 ５ 可知，在这 １０ 年间，成渝装备制造业的

影响力系数均大于 １，分别为 １．１３、１．０９、１．１３，上下浮

动不大，趋势比较稳定。 这说明装备制造业的产出对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波及影响程度大于社会平均影响

水平，即装备制造业一直在推动对其他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成渝装备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也在逐年增

大，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１ 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７，增长比例

约为 ６％。 这表明成渝装备制造业受到的感应程度高

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可以产生很明显的需求拉动

作用，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更大。 这与成渝作为

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经济增长极，依托自然禀赋，大
力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分不开的。
　 　 成渝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力系数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０．８７、到 ２００７ 年的０．９１、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０．８７，呈现出

先递增再递减的趋势，从整体来看，数值均小于 １。
这说明成渝的其他产业类型并不受生产性服务业的

影响，或者说波及程度较小，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

平。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的感应度系数分别为

０．９、０．８６、０．７８，整个趋势是一直降低且小于 １。 这

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感应联系低于

社会平均水平。 结合二者，可以发现成渝生产性服

务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都比较弱，也就是说，生产性

服务业受其他产业的推动力小，同时为其他产业提

供的服务也较少。
依据产业关联系数，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的经

济发展仍然以制造业为主，轨道交通设备、通信、软
件等装备制造业是发展主力，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

依附产业，应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更好地为制造业服

务。
２．４．２　 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对装备制造业的关联效应

为了更深层次地挖掘 ２ 个产业之间的关联效

应，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现计算生产性服务业细分

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见表 ２、表 ３。

表 ２　 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

Ｔａｂ．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行业

系数

影响力系数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交通、仓储和邮政 ０．９０７ ０．９１２ ０．８２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０１０ １．０２１ ０．９６８ ０．１５８ ０．２２０ ０．４４０

金融业 ０．７９２ ０．７９８ ０．７７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２３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９８１ ０．９６４ ０．９４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０６ ０．３０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０．８４０ １．０１６ ０．９１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８ ０．２４９

表 ３　 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对装备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

Ｔａｂ． 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行业

系数

感应度系数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对装备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交通、仓储和邮政 １．０６３ ０．９７５ ０．８５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９３４ ０．８５２ ０．７７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金融业 １．０２２ ０．９９３ ０．９８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０．８５２ ０．８２１ ０．７７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０．８２８ ０．７７２ ０．６７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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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结果，分析后可以得知：
（１）成渝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虽

然比较高，但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其中，信息软件业、
租赁商务业、科学技术业等对其他产业的波动影响最

为显著，最高值分别达到 １．０２１、０．９８１、１．０１６。 而生产性

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则是一直在上升，
可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

拉动。 其中，信息软件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更

明显，影响力系数达到 ０．４４０，其次是金融（０．２３０）、租赁

和商务（０．３０６）以及科技研究（０．２４９）。 这是因其能够

为装备制造业提供高端的现代化信息技术、资金支持、
场地、管理与商务咨询等。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主要

是负责基础设施等传统项目，故促进作用较低。
（２）成渝五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感应度系数也比

较高， 但是每年都持续下降。 ２００２ 年， 金融业

（１．０２２）、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１．０６３）受到的感应

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水平，而到了 ２０１２ 年，二者

的感应度虽然仍是最高的，但却低于社会平均感应

度水平。 这说明近几年，成渝对传统生产性服务业

的需求在下降，而对信息化、创新化的需求在提高。
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感应度

系数都很低，但正在逐渐上升。 ２０１２ 年，装备制造

业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 ０． ０１３） 以及金融业

（０．０２３）的需求推动较高，但效果并不显著。
（３）２０１２ 年，信息软件业的影响力系数最大，而

金融业的感应力系数最大，而二者在生产性服务业

中又占据着重要地位，分别对装备制造业产生较强

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 一方面，可以促进装备制

造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利用装备制

造业发展的拉动作用。 因此，成渝需要大力发展信

息、计算机、软件业以及金融业，这有助于促进装备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
３　 结束语

（１）成渝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

展提高了整个产业的水平。 从产业结构方面上看，为
了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高技术水平的生产

性服务业需求较大，主要依赖于信息软件、科学技术

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 同时，租赁、交通、仓储

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也持续性地得到充分发

挥，这样更有助于装备制造业进行供给侧改革。 因

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增强信息化

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积极开展促进科学技

术发展交流会，培养大量高科技人才；另一方面，要继

续完善交通运输网络，健全租赁和商务的运营模式。

（２）成渝装备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业和通信设

备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投入对象，由此可见，技
术密集型产业是成渝的重点发展产业。 但不同类型

的生产性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比重有所

不同。 科学研究和技术主要侧重于电子信息行业；
交通仓储和邮政作为基础辅助设施是每个行业都必

备的；金融业主要侧重于计算机、仪器仪表行业；租
赁和商务主要侧重于电气机械行业。 因此，要着重

发展成渝城市群的优势产业，加大现代服务业对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中间投入。
（３）成渝城市群两产业保有长期关联，发展均衡

性尚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对装备制造业部门会

产生一定程度的带动作用。 但目前成渝生产性服务

业与装备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性总体较弱，与发达地区

差距较大，而且不同细分产业间的互动程度差异较

大。 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

备、仪器仪表等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程度更

高，发展潜力很大，因此，应当作为未来成渝装备制造

业发展的重点产业。 物流、金融服务、租赁、信息软件

与本地的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较好，但影响力较弱，而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对装备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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