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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焦四代

（扬州市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在当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扬州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促进扬州市现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

扬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其次研究了扬州市“两业”融合现状，最后提

出推进扬州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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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业为根基的江苏省扬州市，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日益紧张
的背景下，需要更加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产业、新材料、半导体、智能电网、汽车零配件等先进制造业与研发
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等具有生产性质的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1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指制造业在不断融合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管理

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从科技研发、生产运营到集成服务等环节创
新发展模式，在不同专业、学科、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集成新工艺
新技术新方法，生成融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组织方式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1]。现代服务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特
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
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2]。

2 扬州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
（1）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程度不深。扬州市现代服务

业未能和先进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配套
的软件开发、设计研发、检测、现代物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而当
前扬州市高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明显短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先
进制造业相互渗透不足，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不能为先进制造业提供
充足的保障，造成“两业”融合程度不深。
（2）先进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从图 1 可以看出，

2015-2019年，扬州市科技成果获奖数量从 99件下降到 25件，其
中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数量一直较少，2018年和 2019年市科技进
步奖数量为 0。说明企业创新意识不强、科技创新的质量不高，从而
影响先进制造业的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院根据扬州市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图 1 科技成果获奖数量统计统计表

（3）研发成果转化率不高。从图 2可以看出，2015-2019年，扬
州市申请专利的数量从 24814件增加到 33786件，但是专利授权量
从 13948件增加至 18736件，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专利申请量的增长
速度，专利授权与专利申请比例依次为 56.2%、49%、43%、53.3%、
55.4%，2015至 2019这 5年间，扬州市虽然加大了科技研发投入，
但是研发成果的转化率并没有明显提高，企业创新不够积极。

资料来源院根据扬州市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图 2 扬州市 2015-2019年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情况表
（4）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对于先进制造业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2015原2019年，扬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GDP中的比重从 44.1%上升至 47.5%，第三产业占比趋于合理，但
是以互联网、软件服务、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在服务业中的比
重却却只有 7%，而仓储、批发、零售、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占比
达到 93%，传统服务业占比过重，不能对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起
到有效的支撑作用，需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业结构。

资料来源院根据扬州市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图 3 2019年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布情况表

3 推进扬州市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路径
（1）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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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扬州市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属于指导
性政策，政府应当从“两业”融合发展的实际出发，做到精准政策供
给，将“两业”融合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3]，为扬州“两业”融
合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同时在金融服务、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支持[1]，
增强企业的动力。
（2）推广“两业”融合发展理念。政府应该利用报纸、互联网、学

术会议、培训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理念的推广，让社会和企业理解“两业”融合发展带来的好处和重
要意义，从而为“两业”融合发展形成良好的氛围。
（3）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是以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着力引进

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软件开发、汽车零配件等先进制
造业的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制定完善的人才激励政策，并且通过
会议、培训等形式加大人才之间的交流；二是政府和企业应当与扬
州及扬州周边城市的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有针对性的培养现代服
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实验

室、研发中心等，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有效
支撑；三是对相对薄弱的大数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等方向加大科
研投入、制定完善的奖惩条例，进一步提高研发成果转化率。
（4）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一是依托扬州市产业优势，放大物

流业、新技术、新材料和半导体等优势产业，同时加快发展大数据、
互联网、咨询、科技研发等短板产业，确保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满
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需要。二是根据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要
求，加快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的建设步伐，建设一批具有示范作用
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中心，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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