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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大流原理的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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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革命使行业边界日益明晰，并催生出以标准行业分类为核心的分类体系，在指导行

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塑，行业融合浪潮兴起，传统行业

分类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通过分析企业利润来源的本质，构建了基于五大

流原理的新型行业分类标准。此外，通过对沪深３００成份股的分类研究，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的适用

性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新型行业分类标准为行业的发展、政府指导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全新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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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工业革命带来企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效

率得以大幅提高，行业间具有清晰的边界。为揭示

行业演变内在规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便于政府企

业间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三次产业分类法和国际

标准行业分类等行业分类体系应运而生。目前，国

际标准行业分类已成为世界通行的行业分类标准，

在研究行业结构变化和制定行业政策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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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新技术和信息行业的高速发展，全球迈

入信息化时代。信息革命催生出大量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行业融合发展成为大趋势，传统

行业分类标准面临严峻挑战，其分析框架已难以适

应行业快速的变化和融合趋势，失去了参考意义。

新的社会发展趋势亟待新的分类框架去指导，故而

本文通过探讨企业商业模式的盈利本质来建立五大

流原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行业变化趋势的新

型行业分类标准，为政府宏观政策、资源配置和行业

规划带来另一种视角。

１　现有行业分类方法

行业是从事同样或类似种类生产性经济活动的

所有生产单位集合。运用适当的行业分类方式将公

司精确分类，对国家行业相关政策的有效执行和行

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全球通行的行业

分类方法主要是三次产业分类法和衍生而来的国际

标准行业分类法。

三次产业分类法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费歇尔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提出并经英国学者克拉克拓展完

善，其将社会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是标准行业分类法的基础和前提。

划分标准为第一产业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第二产

业是对初级产品的再加工。第一、二产业都是有形

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第三产业则为生产和消费提

供各种服务，是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三次产业分

类法诞生于工业时代的行业大发展，能够揭示工业

时代规模化生产企业的行业结构演变规律，是全球

通行的行业分类标准。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简称“ＩＳＩＣ”）由联合国着手

设计，依照实体经济活动的同质性原则自上而下进

行分类，是全球最权威的行业分类标准。北美工业

分类、澳新标准行业分类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业

分类方法都基于ＩＳＩＣ演变而来。随着社会发展和

新经济活动的不断涌现，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历经了

四次修订，最新的是于２００６年颁布的《国际标准行

业分类》（ＩＳＩＣ４．０）。ＩＳＩＣ４．０采用四级互斥类别的

结构分层划分，共有２１个门类、８８个类、２３８个大组

和４１９个组。

为满足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国家统计局参照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制定了符合自身

国情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前最新修订的为

２０１７年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

２０１７），其沿袭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划分原则，将行

业划分为２０个门类、９７个大类、４７３个种类和１３８０

个小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统

计、计划、财政、税收、工商等国家宏观管理中，为国

民经济核算和各项统计工作提供了分类依据。

２　现有行业分类体系的局限

合适的行业分类体系需要反映当前的经济结

构，并体现重要的社会经济变化。工业化时代企业

以机械化、流程化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运营。技术边

界、业务边界、市场边界和运作边界共同构成企业专

业化分工的特点，具有固化的行业边界。该背景下，

三次产业分类能揭示规模制造和专业分工带来的行

业结构演变，标准行业分类也能契合已固化的行业

边界和行业分立发展的模式，传统分类标准具有重

要的借鉴指导意义。

在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下，行业间的融合渗透成

为主流，固化的行业边界变得模糊。这种新的变化

趋势使三次产业分类法逐渐失去对经济的解释能力

和指导意义，难以揭示产业结构的变迁。例如，香港

自２００５年起第三产业占比始终高于９０％，但大量

公司将低效的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内地公司，前期

研发投入和后期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仍留在香

港。如果按三次产业分类法分析，香港产业结构呈

现严重的空心化趋势，这显然不符合客观经济结构。

同时，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使通过工业化方式大规

模生产农产品成为可能，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技

术边界被打破。以传统生产理论为依托的三次产业

分类法已无法解析现代化、信息化时代的产业现象。

虽然传统行业分类标准为契合行业发展趋势不

断修订更迭，对框架进行个别调整并增设了部分行

业分类，但因考虑历史延续性整体结构仍采用１９４８

年初版国际标准行业分类原则，以最终产品的增加

值构成作为主要分类依据。传统行业分类标准始终

建立在落后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割裂地看待行业分

类，没有充分考虑行业融合的发展趋势。当前，大量

新模式、新业态涌现，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实体

经济、虚拟经济等新名词进入视野，企业商业模式、

变现方式愈发复杂。在当前背景下，传统行业分类

标准不再是一把好标尺，难以勾勒出当前经济发展

的真实图景，难以使政府做出正确的行业引导决策。

我国金融业乱象便是最好的例证，金融业混业

经营、层层嵌套导致使用现有的行业分类标准无法

进行穿透式管理。金融企业名义上虽为分业经营，

但银行、券商、基金和保险等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关

系早已错综复杂。大量资本打造金融控股集团，通

过并购、控股、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进入金融行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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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灰色地带的非标业务盲目扩张，交叉金融产品带

来大量跨市场的监管套利。正如金融监管问题，复

杂商业模式带来的分类难题最终不仅影响了政策的

制定、宏观数据的权威性，也会造成政府资源的不当

配置、政策实行效果差。传统行业分类标准及分析

框架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的社会发展趋势需要

我们创造性地去构建反映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新

型行业分类体系。

３　行业分类体系的探索

传统行业分类体系与信息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之

间的不匹配促使国内外学者认识到现有方法的局限

和不足，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方宽（２００２）

系统性梳理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演进情况并

与国际标准比较，提出行业分类作为一项基础标准

应尽快加入信息、高技术等活动相关分类，以满足新

的社会发展需要。李娴（２０１１）对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的分类理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信息产业和服务

业的行业分类改进势在必行。

部分学者在传统行业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参照

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刘思华

（２０００）指出文化知识价值和生态价值也对经济起重

要影响，提出将知识产业划分为第四产业、生态产业

划分为第五产业的五次产业分类法。牛冲槐等

（２００３）针对知识经济时代背景，将第二、三产业分别

定义为传统大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新增知识产业和

传统服务业，构成五次产业分类体系。曹曼和叶文

虎（２００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重构三次产业

分类法，划分出物资产业、人的产业和环境产业三大

类，形成三类七次产业划分体系。

此外，部分学者有了颠覆性探索，建立了新的行

业分类体系。Ｂａｌｄｗｉｎ和Ｇｅｌｌａｔｌｙ（２００１）提出评价

高科技企业的多维行业分类框架，为知识密集型高

科技产业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周振华（２００３）将

产业经济要素分为物质和信息，以物质为基础的产

业统称为物质产业，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统称为内

容产业，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和信息为共同基础的

产业统称为位置产业。Ｄａｌｚｉｅｌ（２００７）应用模块化思

想，提出基于系统的行业分类法，更能反映技术变革

趋势及行业的结构。杜曙光（２００９）基于产业融合的

背景，将传统三次产业结构按公司内部职能进行横

向切断，归纳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三个

全新产业分类，增强了分类的现实解释力和可检验

性。韩顺法和李向民（２００９）基于现代产业结构演变

特征，根据产品价值构成变化提出创意产业、服务产

业、物质产业和生态产业组成的相互适应与协调的

新型产业体系。

虽然这些新的行业分类标准一定程度上纳入了

对现代行业结构的考量，但在行业分类标准具体落

地、行业划分的完整性上仍有待完善。为此，本文依

据企业商业模式和盈利来源等特征建立了一套既切

实可行又具创新性的行业分类标准。

４　新型行业分类标准构建

新业态产生于行业和商业模式的融合之中，以

复杂的结构组织生产经营，业务类型和组织结构复

杂程度大幅提升。当然，企业运营始终是在处理和

服务人员流、物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政务流这五

种关键流中的一种或多种，并在流的处理中盈利。

基于这一视角，商业模式的更迭改变不了企业运营

的本质，企业商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处理和服务流。

此外，企业与社会存在大量交互，在有序的社会系统

中企业必须受到政府部门的法律监管约束，即政务

流。因而，人员流、物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政务流

这五大流构成了企业全部经济和非经济行为，所有

增值活动、附加值都通过这五流体现。以此为切入

点，新型行业分类标准根据企业在何种流的处理中

盈利，将整个社会商业体系划分为五大行业。

（１）人员流业。人员流行业主要通过人在空间

和时间维度的集散来盈利。人员流行业以传统行业

分类标准中的狭义服务业为主，如客运业、旅游业、

零售业和教育业等，共同特点是人流量对企业经营

起决定性作用。例如，客运行业核心指标为人·公

里，客流大小及平均运距极大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归属人员流行业；旅游业依靠门票、住宿和餐饮等盈

利，盈利能力和客流量相关，也归属人员流行业。

（２）物品流业。按物品经济形态的不同，第一产

业产品被划分为农产品、林产品和水产品，传统行业

分类标准下分别归类于农业、林业及渔业；第二产业

被划分为矿物、原料、半成品、产成品、商品和废品，对

应的生产企业分别归类于采掘业、冶金业、零部件加

工制造业、制造业和再生资源业。由于现代化生产体

系下两者均能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可将依靠物

品生产或流通盈利的企业归类为物品流行业。

（３）信息流业。信息流行业主要通过信息在空

间和时间维度的集散来盈利。电信运营商依靠提供

通话和数据服务盈利，是典型的信息流行业。信息

流行业在信息化时代发展极快，２０１７年全球市值前

十的上市公司中信息流行业企业占比超过一半。传

统上信息业缺乏统一标准，阿里、腾讯和华为等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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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为信息业。以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的视角，它们

的商业模式有较大差异。阿里和腾讯构建的是生态

平台，靠信息流盈利，归类为信息流行业；华为则是

给信息流行业提供产品、基础平台和设施，应归类为

物品流行业。

（４）资金流业。资金流行业主要通过资金的汇

集和再投资获得价差或佣金收入来盈利，银行、券

商、保险、资管和信托都是典型的资金流行业。此

外，以财务投资为主的金融控股集团，也是通过对资

金流的合理配置和投资盈利，应归类为资金流行业。

（５）政务流业。企业完全市场化的运营容易产

生非理性的竞争甚至系统性风险，政府的行政监管

必不可少，政府的职能统一归类为政务流行业。政

务流业不同于其他四大行业，它作为市场看不见的

手起稳定调节作用。政务流影响资金流行业，资金

流行业的准入门槛便是政府颁发的金融牌照；政务

流影响物品流，如进口货物需海关监管方能实现

流动。

表１　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的子行业构成

行业大类 子行业

人员流业 餐饮、旅客运输、旅游、文娱、零售和教育等

物品流业
采掘、冶金、加工制造、农业、林业、渔业、货运仓储、房

地产等

信息流业 信息通信、信息服务等

资金流业 银行、保险、金融控股集团等

政务流业 政府行政、公共管理、国防军工、国际组织和机构等

新型行业分类并非静态和割裂的，它会随经济

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不断动态调整优化。例

如，明星歌手２０世纪末主要通过个人专辑发售盈

利，生产个人专辑的演唱业应归类为物品流行业。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个人专

辑已被数字存储取代。演唱业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颠

覆性改变，明星歌手转向通过巡回演唱会的门票收

入变现。此时，核心指标也从专辑发行量转为演唱

会观众人数，演唱行业从物品流行业转变为人员流

行业。新型行业分类标准也并非对传统行业分类标

准的全盘否定，而是顺应社会经济形态融合趋势，将

原有的行业标准进行拆分重构，根据企业盈利的本

质特点划分为五大行业。新型行业分类标准既契合

了工业时代传统行业的划分，也能对新的业态进行

准确分类。

５　新型标准在上市公司分类中的应用

选用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的适

用性研究。沪深３００成份股由中国各行业杰出的上

市公司构成，既有传统领域的美的集团、工商银行

等，也有代表新业态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独角兽

科大讯飞、掌趣科技等。新型行业分类标准在沪深

３００成份股分类中的成功运用进一步说明了新型行

业分类标准在信息化时代的普遍适用性。

图１　沪深３００成份股行业构成传统行业分类法

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法主要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制定，沪深３００成份股分为１５个行业。在应用传

统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分类时，部分上市公司的所属

行业与实际业务运营出现大幅偏离。例如，中文传

媒的主营业务主要包含书刊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

传统出版业务，以及新媒体、在线教育、互联网游戏

等新兴业务。在传统的行业分类标准中，中文传媒

属于门类Ｒ———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下的新闻和出

版业。然而，中文传媒早已从单一的图书出版发行

转型为出版主业和互联网游戏并重的新媒体公司，

其最新年报披露产品毛利收入共４８．１亿元，细分构

成为互联网游戏２５．６亿元、一般图书１０．８亿元、教

材教辅８．４亿元。相比传统的出版主业，互联网游

戏业务成为中文传媒的主要盈利点和战略发展方

向，编入新闻和出版业无法反映该企业运营实质。

下面引入新型行业分类标准分类细则：摘取企

业最新年报中的主营业务毛利构成数据，并按盈利

本质划分到人员流、物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政务

流中。当公司某种流占毛利总额比重大于或等于

５０％时，则将其划入该流所对应的行业；如没有一种

流占毛利总额比重大于或等于５０％，但其在所有流

中份额最高且占到公司毛利总额的３０％以上，则将

其划入该流所对应的行业。

中文传媒互联网游戏业务的核心指标是月度活

跃用户数，主要通过人流来获取利润，应归类为人员

流业务；图书和教材教辅印刷出版为商品制造，归类

为物品流业务。进而，中文传媒信息流业务产生毛

利２５．６亿元，占比５３．２％，物品流业务产生毛利

１９．２亿元，占比３９．９％，按分类细则中文传媒应归

类于人员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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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型行业分类标准，沪深３００成份股可划

分为１９９家物品流行业、６０家资金流行业、２３家人

员流行业和１８家信息流行业。并且，在大多数公司

分类中新旧两套分类体系能保持一致。这也体现了

新型行业分类标准并非对传统行业分类的完全否

定，是在原有标准基础上的继承、重构和演进。但在

某些新兴公司中，由于业务构成复杂，传统分类标准

难以进行准确分类，两种体系出现较大差异。

表２　分类差异较大的公司列表及归类标准梳理

公司名称 传统分类 新型分类 归类标准

世纪华通 制造业 人员流 人员流（游戏运营）占比５７．５％，物品流（塑料件制造）占比３５．１％

华东医药 批发和零售业 物品流 物品流（药物制造）占比７７．９％，人员流（医药连锁销售）占比２１．７％

中信国安 信息技术服务业 物品流 物品流（新能源产品制造）占比７１．９％

建发股份 批发和零售业 物品流 物品流（房地产开发、物流服务）占比９６．２％

国电南瑞 信息技术服务业 物品流 物品流（电网设备制造）占比１００％

小商品城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物品流 物品流（房地产开发）占比５１．４％，人员流（商品零售）占比３５．４％

辽宁成大 批发和零售业 物品流 物品流（药物制造）占比５３％，人员流（医药连锁销售）占比３７．２％

中文传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人员流 人员流（游戏运营）占比５３．２％，物品流（图书及教材教辅出版）占比４０％

鹏博士 信息技术服务业 信息流 信息流（互联网接入）占比９９％

中远海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资金流 资金流（租赁、金融投资）占比８４．６％，物品流（集装箱制造）占比１４．１％

注：占比均为毛利占比，数据取自公司最新披露的年报数据

　　表２系统地梳理了新旧两套分类体系下差异较

大公司的归类标准，通过对比可发现新型行业分类

标准对企业分类的解析能力优于传统行业分类标准。

例如，药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药的开发研究、专

利申请和生产制造。华东医药在传统行业分类标准

中医药流通营收占比达７５％、医药制造仅占２４％，应

归类为批发和零售业。医药流通业务带来的营收体

量虽大，但却不是华东医药的核心能力，盈利贡献并

不大，划分为批发和零售业与实际情况相悖。运用新

兴行业分类标准，医药制造环节作为绝对支柱业务贡

献了７８％的毛利润，理应划分为物品流行业，新型行

业分类标准更贴合华东医药的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

和发展方向。因而，相比传统行业分类标准，新兴行

业分类标准有更强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６　结语

信息化时代，传统行业分类标准与新经济、新业

态的不兼容现象逐渐显现，问题亟待解决。立足于

信息革命浪潮下的产业融合趋势，本文详细论述了

现有行业分类方法的分类原则、适用性，以及不足与

局限，指出了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的制定成为必然选

择。在深入分析企业运营模式后，本文提出企业所

有的运营活动都是为了服务和处理各种商流，进而

将商流细分为人员流、物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政

务流，并以此构建新型行业分类标准，按企业通过何

种流盈利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行业。新型行业分

类标准不是一套静态体系，也不是对传统行业分类

标准的完全否定，而是拆分、重构和演进，能够不断

动态调整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变革的趋势。通过着

重分析沪深３００成份股公司的行业分类，进一步验

证了新型行业分类标准的适用性。当然，本文的分

类体系只是一个粗线条框架，更详细的分类体系需

要根据管理要求再进一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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