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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服务业发展形势分析与改革建议 

继续向好 ：2016年服务 

业发展形势基本总结 

2016'11~，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 

国际经济形势，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市场和政 

府的双重作用，把握服务业发展基 

本规律，服务业主要指标取得了预期 

效果 ，继续保持向好向上的发展趋 

势，实现了 “十三五”良好开局。 

1．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 

续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 目 

标是2020年lzL20 1 0年的人均GDP要 

求翻一番。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制造业受到 “双重挤压”的背景 

下，依靠服务业维系中高速增长尤 

为重要。一则是服务业在GDP的占 

比越来越突出，lzki~ll2010年，服务 

业的占比大概只有44．2％，201 5年 

是50．5％，2016年是51．6％，服务业 

是名副其实的 “半壁江山”，其占 

比稳步提升，地位非常巩固。二则 

从这几年各产业增长速度看，服务 

业明显快于工业，服务业增速大约 

比工业增速大约高1．4-Ji,*百分点。比 

如，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 

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63671亿元，增长3．3％； 

第二产业增加值296236亿元，增长 

6．1％；第三产业增加值384221亿 

元，增长7．8％。所以，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 ，服务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增 

长最主要的动力和贡献者。 

2．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贡献更 

加巩固。以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衡 

◇ 夏杰长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地位，是 

国际上最通行的做法，它更能客观 

地反映三大产业的演变情况。美国 

学者富克斯讲的服务经济时代，用 

的就是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这个最 

核心指标。因为劳动就业是很实在 

的一个指标，不像GDP要受到价格 

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三大产业结构 

变化更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2010 

年，服务业的劳动就业与农业劳动 

就业人数几乎是一样的，201 1年是 

一 个拐点，服务业首次超过农业的 

劳动就业，成为第一大就业部门。 

自此，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不断提 

升，2012年一2015年分别为36．1％， 

38．5％，40．6％、42．4％。2016年的 

数据现在还没有公布，但根据近 

几年服务业就业占比变化趋势，以 

及工业领域这两年较大力度 “去产 

能” “去库存”的因素，还有新兴 

服务业领域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 

我们预测，20 1 6年服务业劳动就业 

占比可以达到44％左右。其实，这 

个数字严格地讲是被低估了的。因 

为我们知道 ，农村经济现在最大的 

特点是农业与工业 、服务业越来越 

紧密地融合，很多从事第一产业的 

农民，实际上在从事第三产业。比 

如，一些农村劳动者从事农村电商 

或乡村旅游，他们干的工作实际上 

是三产了，但统计部门可能还是把 

这些劳动者统计到农业就业里面 ， 

实际他在做电商，做流通，做旅 

游，都是第三产业。如果考虑这个 

因素，我们目前的服务业就业占全 

部就业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了。 

也就是说，在劳动就业方面，服务 

业也很可能是 “半壁江山”。 

3．固定资产投资依 旧以服务业 

为主战场。一般认为，服务业是一 

个轻资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 

模应该比二产小很多，但实际上我 

们如果把交通运输全部统计到三产 

里面就会发现，三产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早在1 1年前就超过二产了。 

随着服务业市场潜力不断地被开发 

出来，以及服务业较高的盈利机会 

对市场主体的 “诱导性”投资，与 

国家产业政策对服务业的倾斜，固 

定资产投 资对服务业将会越来越 

“青睐”。自2011年一2016年，服 

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 占比54．66％、 

54．84％ 、55．38％ 、56．26％ 、55．72％ 

和57．02％。而且，服务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远高于一产和二 

产。比如，201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 户 )中，第一产业投 资 

1 8838G元 ，比上年增长21．1％； 

第二产业投资231 826"I'L元 ，增长 

3．5％；第三产业投资345837亿元， 

增长10．9％。由此可见，崮定资产 

投资以服务业为主战场将是一种常 

态，其趋势可能更加凸显。 

4．外资对服务业的偏好越来越 

强烈。外资对市场有天生的嗅觉和 

敏锐，外资的走向既是国际资本偏 

好的一种客观选择，也是对中国市 

场潜力和偏好的一个风向标。这 

个风向标的拐点也是2011年。2O1 1 

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 



约583亿美元，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 

资规模是557亿美元，在利用外资上 

服务业首次超过二产。随后的几年 

里 ，即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越来越 

高，但第二产业利用外资的占比匀 

速下降。比如，服务业利用外资的 

占比，2012年一2015年和2016g~[z分 

别是51．2％、56-3％、62％、64．5％、 

70．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提高 

如此之快，既因为我国服务业市场 

潜力巨大，服务业发展基础比较薄 

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原因，也 

有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中低 

端制造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原 

因。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服务业 

利用外资的结构和层级在不断优 

化，2016年外商投资继续延续向高 

端产业聚集的态势，高技术服务业 

实际使用外资955．6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86．1％，占服务业利用外资金 

额的16．7％。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服 

务业提质升级的重要途径。 

5．服务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十二五”期间，服务贸 

易就是我国外贸工作的亮点。201 1 

年 一20I 5年我国服务贸易保持着 

稳步增长态势，其规模分别达到 

41 85亿 、4706"l'L、5397亿 、6043 

亿、7l30"~L美元，连续多年保持着 

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 ，我国服 

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 (货 

物和服务进 出口之和 )的比重为 

16．88％，LL2010年的8．66％提升8．22 

个百分点，变化甚为显著。服务贸 

易曾经是我们的短板，在全球地位 

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甚相 

称。但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当 

前，服务贸易总额紧随美国之后位 

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占全球比重超过了6％。2Ol6年， 

我国服务贸易保持了较好发展势 

头 ，全年服务进出口额达N5．35万 

亿元人民币 (约7731亿美元 )，增 

速达 14．2％，预计世界排名将继续 

保持第二。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达 

到18％，比2O15年增加了两个百分 

点 ，实现了服务 贸易 “十三五 ” 

的良好开局，服务贸易正成为对 

外 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 

引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服务 

贸易政策在配合国家 “一带一 

路”战略方面 ，取得初步成效 。 

据商务部的官方统计，201 6年与 
“

一 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 

口额合计 1 222亿 美元 ，占比提高 

了3．4个百分点。 

6．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新服务 

蓬勃发展。服务业的生命力和活力 

都源自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业 

态创新和模式创新。平台经济 、体 

验经济和分享经济这些服务形态不 

断涌现，是近年来服务业发展与创 

新的重要特点和趋势。我们不妨以 

“分享经济”为例说明新服务的蓬 

勃发展态势。201 7年2月，国家信 

息中心发布了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 

报告2017》。根据该报告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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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 

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共有6亿人参与，比上年增加1亿 

人。随着出行、短租、医疗等领域 

多点开花，分享经济正在成为最活 

跃的创新领域。20 1 6年分享经济企 

业的融资规模达 l71o,fL元 ，比上年 

增长1 30％，各路投资者普遍看好分 

享经济的美好前景。 

服务业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 

成绩 ，原因是多方面的。产业结 

构演变的规律和趋势、服务业改 

革的纵 深推进 ，对内对外开放力 

度的加大是其最重要 的原 因之 
一

。 但我们更应该看 到 ，服 务业 

取得这些 “靓丽”数据，也有工 

业 、采掘业这 些年连续增长低迷 

和价格持续下 降的原因 。所以 ， 

目前我 国服 务业增长 的基础还不 

稳固，服务业的 “内功”还有明 

显 的短板 ，服 务业内生增长的动 

力还有待加强。要破除这些障 

碍，实现服务业内生增长，要着 

力在制度 创新 方面下功夫 ，把深 

化服 务业 改革作 为推动服务业高 

质高效发展的重要动力。 

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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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 ：释放服务业 

发展制度红利 

1．更加严 格地保 护投 资 者权 

益，稳定服务企业的投资预期。众 

所周知，有恒产者方有恒心。但当 

前不少民营企业家顾虑不少，资本 

流出现象时有发生，对其投资权益 

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有这样或那样的 

担忧。为此，要重点规范产权制度 

保护，全面落实2016年11月4日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的 《关于完 

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 

见》，要把文件提出的 “同等保护 

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规范财产处 

理法律程序、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 

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合同 

执行力度”等意见切实落实落地。 

2．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放宽服 

务业市场准入。行政垄断和市场管 

制是当前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难 

题。国有企业在教育、文化传媒、 

医疗卫生、金融、交通运输和公用 

事业等领域的投资占比超过2／3。要 

改变这些状况，就必须大胆地进行 

制度创新，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 

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核心，建立 

服务领域平等规范、公开透明的准 

入标准，并适时动态调整。除对少 

数垄断行业及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 

点服务业 ，制定 “否定”或 “限 

制”行业目录外，其他的一概实施 

“非禁即入”的准入制度，切实打 

破垄断经营，形成多元竞争的大格 

局。当前，特别要面向社会资本扩 

大服务业市场准入领域，加快开放 

电力、民航、铁路、石油、能源、 

邮政、市政等行业竞争『生业务。 

3．培育市场主体 。增强企业活 

力。服务业做大做强之关键是要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而 

企业又是市场的主体。所以要在培 

育市场主体上做好做足文章。服务 

业企业大中小并存，差异化很大。 

我们既要鼓励服务业企业专业化发 

展，推动优势服务企业跨地区、跨 

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造跨 

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培 

育若干有特点、有品牌、有控制力 

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又 

要积极发展服务业中小企业，让中 

小企业充满活力和效率。政府支持 

中小服务企业发展，不是简单直接 

的帮扶，而是要从完善社会化服务 

体系，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着手，通过平台建设，让企业 

产需对接，供需匹配。 

4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服 

务品无形的特点以及越来越多服务 

网上交易，决定了服务交易更具 

“信息不对称” “道德风险”和 

“逆向选择”的可能性。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完善企业 、社会和个 

人信用环境体系建设，特别要善于 

运用大数据管理，实施信用信息共 

享，加大对 “违信”的处罚力度， 

提高失信违约成本 ，让各类主体 

“不敢违约、不愿违约”，建立守 

信、有序的服务市场秩序。 

5．顺应新经济新服务的要求，创 

新政府治理和市场监管方式。顺应服 

务经济发展新趋势，改革监管思维、 

创新治理方式，按照统一高效、开放 

包容、多方参与、协同制衡的原则重 

新构筑服务业监管体系。新经济新服 

务，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创新难免 

有失败有过错。所以，要包容创新试 

错，允许草根成长，避免因为过度过 

细监管币河 1i邕错杀成长『生的新经济新 

服务企业或业态。坚持 “政府管理平 

台、平台自律共治”的原则来监管平 

台经济、分享经济和体验经济这些新 

型服务形态。 

6．按 照 分类施 策 的原 则推动 服 

务业价格改革。服务业的异质性决 

定了它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所 

以 ，服务业价格改革的关键是分类 

指导 、分类施策。竞争性领域的定 

价要尽可能放开，由市场供求、市 

场机制决定其价格形成，尽可能避 

免政府干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 

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非基本公共服 

务需求。对那些具备竞争条件的客 

货运输、邮政服务的非基本公共服 

务类的价格要逐渐减少政府定价， 

条件具 备时 ，可以主要 由市场定 

价。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政 

府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 

慎重对待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改革，保底线部 

分的定价由政府负责，但满足个人 

特殊需求的那部分由市场定价为 

主，政府实时适度调控。 

7．切 实降低服务业发展相关经 

营成本。成本持续增加是制约服务 

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主要表现 

在房租 、人力成本、融资难等方 

面。在用地、税收、融资等方面制 

定相关政策时，要切实考虑服务业 

目前遇到的 “阵痛”。一是通过推 

进服务业 “营改增”改革，针对服 

务业 “轻资产” “人力资本”密 

集、难以进行进项抵扣的特点，将 

养老服务、居民和家庭服务、餐饮 

服务、文化演出服务等服务业纳入 

简易征收范围，统一实行3％的简易 

征收税率。二是进一步清理不合理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服务 

企业的成本负担。三是鼓励商业银 

行将服务企业的商标、品牌等无形 

资产纳入授信范围，创新信贷政 

策，完善无形资产 、债券抵押 、 

商业用地抵押制度，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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