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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10-20 8:21:57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政策司撰写的《2003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就是服务业发展

相对滞后，占GDP比重徘徊不前。具报告分析，我国传统服务业比重仍然偏大，薄弱环节、新兴服务业投入不足，发展不足。不仅严重制

约着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直接制约着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对服务业比重的核算可能存在低估现象。现在我国进行的服务业生产核算包括现价核算和不变价核算，现价核算存

在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来源口径问题和金融媒介的处理问题。服务业不变价计算存在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金融保险业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方

法上。资料来源口径问题主要表现为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统计。我国现行统计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固然有核算范

围、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对文化产业这类的概念缺乏统计界定，但也有统计资料难以获得的问题。 

    朱明春指出，目前，发展服务业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义，大家有共识。但在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关系上，还有

模糊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较普遍地存在重工业轻服务业的现象。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并行不悖的，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并不意味着牺牲发展服务业，或消极听之任之，恰恰相反，它要求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理由是1、工业化和

经济服务化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也处于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2、当前我国服

务业发展滞后，比重偏低，并不是工业化中期应有的正常现象。3、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提高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实

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动力来源。4、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服务业不仅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而

且在经济增长贡献方面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小娟指出，新一轮改革重点应是服务业。她说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促进竞争、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

个方面着手推进。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产品将在居民消费中占有愈来愈高的比重，促进服

务业的发展能够促进消费。并建议政府适当调整宏观和结构政策的着力点，在继续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加大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

度，在结构政策上，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陈东琪提出，新型服务业可缓解发展制造业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他说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既可以带动、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又

可以作为服务业使自身得以发展。他认为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资源资本的竞争，而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竞争；主要不是工业或

制造业实力的竞争，而是做为未来产业的新型服务实力的竞争。因此，无论从短期平衡角度看，还是从长期战略角度看，中国都应从2004

年开始实施一项旨在加快以知识为人力资本，使以往从土地、从地矿要产值、要就业的格局转变为从脑矿、从知识要产值、要就业的新格

局。 

众多专家建议，要以城市为依托加快探索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按照公平竞争、国民待遇的原则，清理有关规定，在行政许可的设

定、降低准入条件和费用、缩短时限和规范执法行为等方面有所创新；加大金融保险、民航、通信、交通运输、外贸、文化、教育等行业

改革的力度，创新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培育优势产业和企业，推进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升级，促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有关官员建议，继续拓宽投资渠道，加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对服务业薄弱环节、关键领域和新兴行业的投入，增强服务业吸纳就

业和再就业能力。应突出支持对提高产业竞争力作用明显的新兴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如工业企业研发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与社会征信体

系建设；突出支持面向三农的新型服务业态的发展，如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民工城市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科技推广、农村医疗和教育

等。重点支持一些地区在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方面形成区域优势。  

                                                                                        贾北怡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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