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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了中国当前服务创新的主要模式及服务创新与服务业转型升级之间的理论关系。研究发现: 服务创

新主要体现在服务创新的数字化、服务创新的平台化、服务创新的融合化、服务创新的标准化和服务创新的品质化

5 个方面; 作用主要体现在: 服务创新有利于助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有效

手段，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协同的重要结合点。据此提出了进一步夯实服务业发展的基

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协同有机结合，并以监管方式创新应对不断涌现的服务新业态、持续推动服务业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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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早已引起国家的高

度重视。国家发展改革委早在 2017 年就印发了《服

务业创新发展大纲 ( 2017—2025 年) 》( 以下简称

《大纲》) 。《大纲》明确要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认

为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是关系经济转型升级、振兴实

体经济和实现制造业强国目标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一系

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不容忽视。突出表现在增长速

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

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在这种大环境下，长期

以来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和增长不可持续矛盾

积累加剧。
就服务业而言，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形成了

一定的制约。
具体来说，领域宽、范围广，涉及人民群众生

活的方方面面，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活

性服务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有效供给不足、质量

水平不高、消费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相对比较突

出，需要加快发展速度，提升发展质量。而处于全

球产业竞争战略制高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存在

着发展水平不高、与工业和农业的融合度较低，国

际竞争力较弱，无法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有效支

撑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

九大报告指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十三五”规

划纲要也提出，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加快推

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就生产性服务业而言，要

以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发展工业设计和创

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法律会计、现代保险、信用

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等产

业。就生活性服务业而言，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

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领域的优质高效发展。在

改革开放方面，要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面

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不断扩大政府购买服务

的领域和范围等。
当前，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深

水区。服务业创新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点领域是什

么? 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的业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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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问题? 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条件、目标和路径又

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正是从此角度展开，试图在对当前

服务业创新发展新业态主要模式进行全面总结的基

础上，厘清服务业创新发展与服务业转型升级之间

的理论逻辑，找到以创新为突破口促进服务业结构

升级的理论钥匙。

一、服务创新的主要模式

从世界服务业的发展趋势看，受全球经济结构

变迁和科技进步的驱使，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

导致了日益模糊的产业边界。服务业的内涵也由此

更加丰富，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尤其是

在服务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成

为经济发展趋势［1］。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

的融合作用有限［2］。在对北京服务业内部融合与

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 虽然内部融合有

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并不能为北京产业结构升级

提供足够的动力，还需进一步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跨

产业融合以寻求更多的升级空间。
在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加速推动下，服务业正呈

现出网络化、智慧化、平台化等发展趋势。随着中国

经济“新常态”的持续化，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

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更多依靠创新

驱动的需求更加迫切。在服务业领域，从供给端依

靠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供给方式、提升

供给质量，从需求端适应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

需求、互动式体验等孕育出的新的产品和服务需求，

正在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新常态”。以服务创新推

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服务业发展的首要

之义。
( 一) 服务创新的数字化

1. 重要行业的数字化

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新经济、新业态、新
动能、新引擎［3］。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服

务业的融合渗透加快了服务业的快速成长和数字产

业的蓬勃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底层技术的日益

成熟，推动了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

金融、物流等服务业领域的传统商业模式，在给顾客

带去更好更新奇服务体验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资

源配置效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深入推

进，服务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正在成为不

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
整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职能的服务业，其数

字化进程至关重要。具体来说，要在加强信息通信

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数字中国建设，重点

加快数字技术与金融、科技服务、设计创意、现代物

流等行业的融合发展，以重要行业的数字化引领带

动整个服务业的数字化与智慧化进程。
2. 重点企业的数字化

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不容忽视，根据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18 年“中国

服务业企业 500 强”名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工建

农中四大银行、中国人寿、中国移动、苏宁控股、华润

集团等入围排行榜前十［4］。而根据美国《财富》杂

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名单，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在全

球的排名仅次于微软公司，在全球排名 72 位，较

2017 年上升了 9 位，来自中国的服务业企业电商阿

里巴巴上升了 162 位、互联网企业腾讯上升了 147
位［5］。从这些榜单排名可以看出，加强对重点服务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政策扶持力度，培育一批在世

界范围内具有深远行业影响力的跨国企业，既是服

务创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也是当前我国服务业发

展的首要任务。
3. 服务贸易的数字化

随着世界经济向数字化转型，数字贸易的重要

性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早期

形式主要表现为跨境电子商务。但实际上，其本质

却是以数字化的内容交付为核心的“数据跨境流

动”。从表象上看，数字贸易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

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引发的生

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6］。借助于服务创新的数

字化，人们可以将原本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变得可

贸易化，从而轻松地进行跨境服务的购买、消费与支

付。在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

术的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无疑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

新争夺的制高点。
4. 服务产业链数字化重构

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推动基于数字

化的服务业跨产业融合和垂直化的数字化产业链整

合。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服务业产业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全链条的重构和改良，逐步释放数字经济在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放大倍

增效应。在横向范围上，深入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

改造，加快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新能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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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材料技术等的交叉融合。加快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建设力度，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以基本公共服务

业的数字化改良，推广普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

农村地区的普及程度，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数字化

产业链，更好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求，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 二) 服务创新的平台化

1. 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平台化

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已不

证自明。从自身属性看，其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

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是发达国

家掌握话语权和实现全球价值链竞争优势的关键所

在。大量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传统的“鲍莫尔—福

克斯假说”和国内关于服务业低效率的提法在现阶

段的中国并不成立［7］。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

展，是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有力手段［8］。在工业设计领域，基于数字技术

的广泛传播与应用，消费者可以方便快捷地将自己

的个性化需求传导至工厂生产的前端，即生产设计

环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的订单式生产既大大提升

了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促进了消费者效用的提升。
在现代物流领域，基于卫星定位技术和现代科技的

精准配送、订单追踪、无人配送和自动货柜服务，大

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客户服务体验。而在掌握资金

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金融服务业领域，科技对其传

统商业模式的变革同样不容小觑。典型如扫码支

付，使得现代社会的现金使用率大大降低，手机银行

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享受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殊作用，着力培育生产性

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其向专业化和价值链

高端延伸，是未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核心增长

极的有力支撑。
2. 生活性服务业创新的平台化

① 《2019 年世界发展报告》( 会议版本) ，世界银行，2019: 18．

在影音娱乐领域，既有优酷视频、酷狗音乐和爱

奇艺等老牌企业，也有全民 K 歌、花椒直播、抖音、
哔哩哔哩、虎牙直播和斗鱼等崛起新秀。在实用工

具领域，过去需要必须到物理场所才能享受到的服

务，如消费贷款、征信和社保查询等，正在被日益兴

起的手机银行客户端和各类 APP 所取代。在社交

通信领域，微信等及时通信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提升

了通信效率，直接改变了人们过去传统的通信方式，

也由此延伸出了“流量”这一新时代的消费商品。
在教育领域，扇贝单词、有道翻译官、作业帮等数字

化平台的出现，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随地

满足自己的教育消费需求。在日常消费领域，饿了

么、美团外卖、大众点评等生活性服务平台，正在成

为都市居民餐饮消费的重要渠道。而在出行领域，

滴滴出行、高德地图、货拉拉等基于手机移动通信平

台而衍生出的服务，已逐渐成为人们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途家、Airbnb 爱彼

迎、小猪短租等基于分享经济模式下的旅游住宿服

务业，也都在丰富市场层级，满足不同消费者出行需

求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得益于生活性服务业的

平台化创新，拼多多、闲鱼、Boss 直聘、丁香医生、贝
壳网等产品方能将分散的供给和需求通过自身的平

台进行撮合成交。不断增加生活服务业的技术含

量，最终既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改善了居

民的服务体验和生活水平。
( 三) 服务创新的融合化

1. 金融科技

科技对金融的重要性正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

度重视［9-10］，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强势入侵”，商业银

行在深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方面

不遗余力。根据公开资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制

定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规划。以建行为例，根据

《中国建设银行转型发展规划》( 2017) ，建行要朝着

“综合性、多功能、集约化、创新型、智慧型”方向整

体转型［11］。其中，数字化转型是关键的一步。而在

过去的 2017 年，工行在金融科技领域同样动作不

断，如组建网络金融部推动互联网金融 e-ICBC2. 0
向 e-ICBC3. 0 智慧银行战略升级，完成七大创新实

验室组建等［12］。此外，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还体

现在对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方面，比如，作为一家在中

国居于领先地位的金融科技平台，京东金融并没有

聘用传统的信贷员，而是创建了 3 000 多个与风险

管理或者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岗位，用以完善数字

化借贷的算法①。宜人贷专注于基于大数据的 P2P
网络贷款，以基于网络平台的供需匹配和基于大数

据的风险控制，诠释了金融与科技结合的无穷魅力。
整体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边界的模糊化，正在

对传统的金融业商业模式产生影响深远的系统性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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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物流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 +”
的智慧物流正在成为新趋势［13］。“输入单号便可轻

松掌握快件的实时轨迹”“无人车送货”，在当今中

国，智慧物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随着

“互联网 + 物流”深入推进，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

等现代信息技术和装备在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领域

的商业化应用日益常见，物流行业也迎来了一场新

时代的产业变革。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智能化水

平显著提升，广泛使用的自动装卸传输分拣和冷链

物流技术，取代了传统物流企业的人工操作。数据

信息的集成应用，推动了物流行业业务平台的一体

化、智能化，不仅实现了快件的自动分拨和快速运

转，更是提高了运输服务的安全保障和客户满意度。
机器人、无人机配送等基于互联网的物流新理念、新
科技、新模式、新业态正在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动力。

3. 柔性制造

柔性制造诞生于日益模糊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边

界，是 未 来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方 向。Delvin Grant
等［14］研究发现，虽然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但

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

企业 或 服 务 业 企 业 的 绩 效 指 标。T Hermansson
等［15］研究了柔性制造的典型案例。相比之下，传统

的“刚性”生产主要是单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而

“柔性”生产则是指以消费市场的客户偏好为导向

的小批量生产，其考验的是整个生产、营销、物流链

条的精准敏捷反应能力。在传统生产方式下，一个

产品 从 厂 商 到 消 费 者 手 中，遵 从 的 是“生 产—物

流—分销商—消费者”的模式，消费者对产品的偏

好和个性化需求，无法快速反馈到生产者手中，但随

着服务业与工业制造的融合不断加深，传统的生产

和供应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写。客户需求、产品决

策、设计生产、物流运输和销售环节实现了集成化、
自动化。基于信息控制、物料储运和数字控制加工

设备的柔性制造新理念，正在掀起一场颠覆性的生

产力革命。
4. 现代农业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受制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

产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较大

的服务业发展鸿沟，以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匮乏。
随着中央扶贫攻坚战的深入推动，基于农村地区三

产融合的创新模式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出现了绿色

生产、乡村旅游、订单生产、休闲农业、特色农产品加

工等多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已有研究发现，依

托现代农业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有力武器［16］。财政、金融、保险、科技的要素支撑

效应明显，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成

为新时代助力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最终胜利的强

大动力源。
5. 人工智能

“智能音箱”“扫地机器人”在生活中已较为常

见，在专业服务业领域，如金融系统，“智能投顾”不

仅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根据客户设定的收益率、
资产和收入、风险承受能力等综合指标自动调整投

资组合，还能够根据用户行为的追踪和分析，建立异

常特征自动识别机制，达到防范金融欺诈目的。随

着人工智能的日益普及，包括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

的语音类技术; 包括生物识别、图像识别、视频识别

在内的视觉技术; 包括了神经网络、人机交互、决策

树、模糊逻辑在内的机器学习技术; 以及包括机器翻

译、文本挖掘、情感分析在内的自然语言处理类技术

已经迅速兴起。人工智能与工业应用联系密切，包

括智能机器人、智能驾驶、无人机、AＲ /VＲ、大数据

及数据服务，以及各类垂直领域内的“AI +”等。
( 四) 服务创新的标准化

1. 服务内容的标准化

服务业与工业的最典型区别之一是在服务经济

中的大量参与者是人而非机器。正是由于不同经济

人的广泛参与，造成了提供服务产品的异质性和消

费者在感官体验上的差异化。但是，通过服务创新，

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借助技术研发而开发出的一系

列自助设备，可以提供从账户查询、市政缴费、转账

与理财产品购买，甚至是信贷申请等一系列标准化

的服务。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服务的供给双方从

“银行销售人员与客户”，转变成了“机器设备与客

户”。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参与，使得金融服务

的标准化水平越来越高。此外，在公共服务领域，依

托技术创新和理念更新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普遍。
在出入境方面，和过去不同的是，民众可以自由选择

时间，通过互联网或手机等移动终端接入平台进行

出入境业务预约、证件申请、缴费查询等服务。公共

服务的标准化，给居民个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

着服务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强，在全国各地，这样的标
46



夏杰长，等: 以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第 5 期

准化服务已随处可见。服务标准化，极大地提升了

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2. 标准的国际化接轨

服务创新的标准化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更多深

远的领域。典型的是，在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

借助于标准化的服务创新，使得国内金融市场与国

际市场的对接更加顺畅。在国际金融市场，标准化

的金融产品是提升市场效率的重要支撑。但长期以

来，服务创新的滞后使得中国金融业与国际市场的

接轨程度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近年来，服务

创新的提速使得这一顽疾正在被攻克。2016 年 2
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发的《金融服务: 金融业通

用报文方案》( ISO 20022) 注册发布，这是国际标准

组织( ISO) 首次发布中国金融领域相关报文，填补

了 ISO 20022 标准在外汇交易后相关业务过程的空

白［17］。从长远看，依托不断的服务创新，将中国标

准进行国际化推广，是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的

重要实现途径之一。
( 五) 服务创新的品质化

1. 创新带来了品质的提升

在金融服务行业，服务创新的主要模式体现在

智能化终端机的大量采用，这不仅提升了商业银行

物理网点的业务办理效率，便捷化的服务还使得业

务办理时间进一步减少，大大改善了顾客服务体验。
在电力服务行业，依托“互联网 +”的供电服务模式

创新，供电企业可以提高运检效率，而透明化、公开

化的信息服务，又提升了对客户服务的响应时间。
在物业服务领域，各种智能化的监控设备将业主与

物业反馈终端联系起来，提升了对业主服务需求的

响应速度，同时基于“服务 +”的创新，物业服务还

延伸到了为业主提供居家养老、代订机票酒店等增

值服务。综合来看，服务创新使得服务业走上了一

条高品质发展道路。
2. 精细化服务日益普遍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2018 年 9 月。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个性化的服务需

求也与日俱增。与传统的服务提供方式不同，服务

创新能够通过个性化的针对性服务供给，满足居民

不断增长的精细化“靶向性”服务需求。比如，在酒

店餐饮业，“海底捞”就是通过为客户提供特色、差

异和人性化的服务，赢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同。而在

社区管理服务中，通过管理方式的创新，实施网格化

的社会治理模式，责任被层层分解、服务被逐项坐

实，居民的服务需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反馈。
服务方式的创新，使得精细化的服务成为可能。

3. 专业化服务更为常见

在服务创新的过程中，各种专业服务业依托创

新和技术进步，探索出了一条品质化发展的坦途。
比如，保险服务业通常被认为是从业门槛较低的

“完全竞争市场”，在业务模式上，无非是线上和线

下的人海战术。但是，借助于专业化的服务创新，这

一行业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改写。据中国保险报报

道，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收到了国家

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 国作登字—2017-L-
00370134) ，这意味着由大童保险服务作为著作权人

的“需 求 导 向 型、解 决 方 案 式 咨 询 服 务 模 式

( DOSM) ”成为获得国家版权局著作保护与版权认

证的咨询服务模式［18］。在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这

样的例子还很多。正是由于不断的专业化创新，使

得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服务

业的专业化集聚与高质量发展，成为服务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服务创新对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

( 一) 服务创新是助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

主要渠道和途径

虽然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受到了一定的挑

战，但全球经济已经深度一体化的事实却不容否认。
各国根据自己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方

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分工合作，充分共享经济全球化

的红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价值链体

系。在这个体系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各国企业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最大限度降低了生产

成本，提高了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了企业之间、企
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共赢①。

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是发达国家提升全

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参与

国际分工，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的

重要途径［19］。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发现，中

国大多数行业倾向于从较高收入经济体进口较多的

增加值，中国通过产出供给和投入需求两个渠道非

常深 入 地 融 入 了 全 球 价 值 链。但 是，丁 宋 涛 等

( 2013) ［20］的研究发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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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通过工序剥离，主要是将低附加值的环节

分配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自己则通过核心技术

研发及品牌管控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掌控，着力挤压

后发工业国向上攀升的空间。如此以来，后发工业

国难免会陷入“低端锁定”的国际分工地位。对此，

张为付等( 2017 ) ［21］基于改进版的出口上游度测算

方法，利用 WIOD 数据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

进行测算后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

确实处于中低端，而且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

于恶化。
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恶化，在一定

程度上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布局与我

国的要素资源禀赋约束有关。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国际分工理论，将附加

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

占据附加值较高的生产设计、品牌管控等服务业环

节。考虑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优势，我

国代工产业迅猛发展。但是长此以往，造成了制造

业附加值的低端化和服务业发展的滞后。
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就显

得尤为重要。因为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讲，中国承

接了跨国公司的生产制造环节，使得以美国为首的

发达国家能够将更多资金等要素资源投入创新和管

理环节，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带

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升级。较高

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使得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中的优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

业为主导转型的大环境下，服务业的内涵更加丰富、
分工更加细化、业态更加多样、模式不断创新。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驱使下，服务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

用更加突出。加快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是摆脱全球

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重要

途径和突破口。
( 二) 服务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

结构性矛盾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对

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综合权衡和全面把握后进行的新

的更为精准的判断。林宝( 2017) ［22］的研究发现，供

需失衡是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透过现象看本质，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区域

的不平衡，比如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普遍

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发展水平要显著高于农

村地区; 收入不平衡，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部分

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橄榄型的社会分配格局有待

成型; 领域不平衡: 有的领域在世界名列前茅，但也

有不少领域长期没有质的突破，具体来说，比如实体

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

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而发展不充分则主要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转换机制尚未形成、市场潜力发挥不够充分、高质量

供给不足、发展方式有待升级、生态环境有待改良、
体制机制需要变革等多个方面。比如发展成果的普

惠性、共享性机制尚未健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

比较明显。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西方发达国家

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整体创新能力不强和部分行业

核心性技术的缺失，导致发展的动力和后劲还不够

充分。
对于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解决方

法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依靠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

升级。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依

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要让

位于依靠科技进步的内涵式发展。
而如何适应新常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体现到工作中就是要稳中求进。前者主要是

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确

保经济运行和合理的区间，防范系统性风险，而后者

则主要把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

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

成效［23］。
沿着这个逻辑出发，从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角

度讲，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是解决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有力手段。公开数据显示，

2017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实际增长 8%，增速比上

年加快 0. 3 个百分点，连续 5 年实现对 GDP 和第二

产业的“双超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51. 6%，服

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8. 8%，高出第二产

业 22. 5 个百分点［24］。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突出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服务业创新发

展是较好的切入点。
一方面，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可以切实解决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以服务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就是缩

小城乡差距非常有效的途径。服务要素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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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但在乡村振兴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又

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持。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明

确具体策略，推动“服务下乡”，把聚集在城市的服

务要素与农村农业农民的现实需求有机耦合起来，

切实缩小城乡差距。而另一方面，知识密集型服务

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使用者，服务业创新与技术进

步存在紧密的关系，是服务部门增长的引擎和催化

剂。比如，通过科学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外溢

效应”，提升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经

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服务

业的创新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

途径。
( 三) 服务业创新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协同

的重要结合点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主席有个经典

论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

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

给侧。”［25］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供给

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并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具体到服务业来说，其大致可以分为生产性服

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生

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

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

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
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

务、生产性支持服务［26］。从这些行业属性不难看

出，与制造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优势，恰好

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核心要

素所在。

① 国家统计局． 国家数据［EB /OL］． http:∥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

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新时代目标的主要路径。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

现之一，就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深度融入和攀

升全球价值链。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研发、物流和

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

产业链从低端向中高端的迈进将无从谈起。实际

上，生产性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制造业的融

合互动，恰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许和连等( 2018) ［27］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有助于承接

国提升生产率，从而改善其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提升。从这个角度讲，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生产

性服务业的创新主要发力在供给端，是重要的动力

源泉。
而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

务活动，主要包括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

服务、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居
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居民出行服务、住宿餐饮

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居民住房服务、其他生活性服

务等。从其内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生活性

服务业领域宽、范围广，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高质量发展、主要矛盾变

化、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主要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需求端。
作为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

和需求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在供给侧，通过创

新引领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信息技术服

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在需求侧，加快生活性服务业

的创新发展，解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活性服务日

益增长的需求，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实现

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服务业的

创新发展，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协同

的关键契合点，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三、以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 一) 进一步夯实服务业发展的基础

大力发展服务业，在量的积累中实现质的提升，

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和出发点。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服务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在国

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公开数据，截至 2016 年，服务业的增加值达到了

383 365 亿 元，而 在 2007 年，该 数 据 还 仅 仅 为

115 810. 7 亿元，10 年时间里增 长 了 267 554. 3 亿

元，增幅为 231. 03%，年均增幅为 23% ①。从比值

看，自 2015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首

次为 50%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持续

提升。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中国经济顶住贸易争端

及结构调整的种种压力，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其中，一、二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64 734 亿元、
366 001 亿元和 469 575 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3. 5%、
5. 8%和 7. 6%［28］。服务业俨然成了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力量。
服务业发展的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是和发达

国家相比，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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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现在服务业行业的附加值率偏低，传统服务业

比例偏高，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存在一定的区域

鸿沟; 在产业融合方面，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型制造

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 生活性服务业的创

新和融合发展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

争力弱，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有持续扩大趋势等

问题。
综合来看，服务业存在的结构性不合理、创新能

力的缺乏、服务产品供给的低质量和企业竞争力不

强等问题，给服务业转型升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

是服务业提质增效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辩证地看，

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内市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巨大增

量空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服务业长期向好

趋势没有变。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已经雄辩地证明，发

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和根源。因此，从这

个角度讲，进一步夯实服务业发展的根基，是服务业

结构升级的首要之义。
具体来说，( 1 ) 做大服务业规模。服务业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做

大分母，是解决服务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根基，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换挡的关键期，没有一定的

发展，转型升级将无从谈起。( 2 ) 切实解决服务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发展短板，比如不断增长

的服务贸易逆差，在知识产权交易、旅游等重点领域

采取措施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扭转贸易逆差的颓

势。( 3)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提升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水平，打破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以

扩大开放、保护知识产权、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等举

措，提升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

平，促进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服务业的转型

升级。
(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协同有机结合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滞涨”状态

催生了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质疑，供给学派自

此兴起。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供给会自动创

造需求，主张重点通过减税，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

展。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其突出区别是强

调“结构性”，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通过降低和减少无效和低端的供给，扩大和增加有

效和高端的供给，最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潜力。

结合到服务业来说，我国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 1 ) 行业垄

断导致的低效率，比如国家对电力、民航、铁路、石

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

导致了这些行业缺乏竞争，造成了经营机制的僵化，

迫切需要提质增效。( 2 ) 和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

业等传统行业的占比相比，研发设计、物流快递、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还相对较

低，国际竞争力不足。( 3 ) 发展所需的深层次体制

机制障碍尚未破除，比如服务业企业的价值评估体

系尚未成熟，无法有效满足服务业企业的融资需求。
因此，在通过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

务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

度发力。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

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

场监管体制”。
具体来说，在供给侧，要大力放宽市场准入，全

面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

以培育有效竞争为目标导向，深化我国垄断性行业

改革，面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增强竞争活力进

而降低服务价格。通过强化创新能力，积极推动新

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发展，推动服务业

的融合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最终提升服务业的绿色

发展水平，提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需求侧。大力促进文化体育、旅游健康等消

费业态的创新发展。壮大对高质量产品、创新性服

务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培育、发展、形成一批具有较

强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扩大市场规模。最终通

过供给和需求的有效互动，推动服务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取得关键进展。
结合到服务业转型升级，就要把创新发展融入

转型升级的全过程，通过不断创新，提升服务产品的

科技含量，满足对高质量服务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通过在供给和需求侧的有机协同，最终汇聚成服务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
( 三) 通过监管方式创新应对不断涌现的服务

业新业态

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渗透，由此催生了网

络约车、移动办公、互联网金融、智能家庭、远程医

疗、共享汽车等一批新业态，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取

代，新模式快速成长。而随着产融结合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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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服务型制造模式，

也催生了一批诸如智能网联、云服务、智能装备制

造、医药健康云等创新案例。
服务业创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监管政

策与市场发展需求的冲突。一方面，市场需求的发

展受制于落后的监管体制没有得到有效释放，而政

策法规在实际执行层面，一定程度上存在事实上的

真空地带，也使得服务业新业态发展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而另一方面，监管层出于社会管理和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的考量，对创新业态天然存在着一定

的排斥和回避态度。典型的如“网约车”的安全问

题、“小黄车”押金挪用折射出的共享经济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问题。监管盲区不仅制约了依托模式创新

的新兴企业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

者的权益。
从实际情况看，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面临

服务业发展所出现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时，政

府监管部门和市场创新主体之间存在着的“隔阂”，

目前还缺乏一个有效的交互平台。但矛盾的主要方

面在于，政策规制往往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在

面临市场创新面前，这样的滞后往往是“致命”的。
迫切需要寻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关切，做到既满足监

管需要，又能保护市场新业态发展的试错容忍体系

和保护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
综合来看，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紧密相伴的是

不断涌现的服务业新业态。这既是服务业结构升级

的基础，也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主要表现形式。从

前期经验看，简单粗暴的扼杀和放任自流，都不是应

对创新发展的有力手段。在服务业创新、结构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在监管方式方面

与时俱进。比如可以参考设立“负面清单”、给予创

业企业更多的财税金融人才政策等优惠措施。最终

助力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具体来说，监管方式的创新应该集中在 2 个方

面。( 1) 准入的负面清单。通过设定“负面清单”，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在涉及服务创新的新业态上，

只要是有助于居民生活改善、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而

本身又不会对经济秩序造成损害的服务创新，都要

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予以接受。( 2 ) 政府要着力做好

市场秩序的维护，针对“负面清单”模式下涌现的市

场新业态，要及时出台相应消费者保护措施，加强行

业自律管理，并在市场出现乱象时及时介入。做到

既鼓励支持服务创新发展，又通过一定的监管保护

服务业新业态，最终促进服务业自身转型升级目标

的实现。
( 四) 持续推动服务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的成绩已经证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不是固步自封，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是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

进程中，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部分行业发展水平和

特殊行业属性等因素，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和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高。
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方面。根据加入

WTO 时的相关协定，2014 年 12 月结束，我国保护期

相关权利即行终止。服务业全面深入开放成为摆在

政策决策者面前不能再回避的重要问题。近期，在

服务业行业保护最为集中，国际服务贸易摩擦最为

激烈的金融领域，央行和证监会主要负责人都提出

了明确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信号。
实际上，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早已是中国从业

界、学界到整个高层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从国际形势

看，服务业的更高水平、立体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既

是对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片面指责的回应，也

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
在服务 业 结 构 升 级 的 过 程 中 扩 大 服 务 业 开

放，就是要在综合权衡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稳

步推进服务业各行业的双向开放，既要大力引进

外资，也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明确具体的路径

和时间表。
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 1) 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首要任务

是市场准入限制性措施的稳步有序解除。比如，外

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设立条件和开展业务

范围等方面。与此同时，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开放上，

也要做好外资的准入，比如信用清算、评级征信等领

域加强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增强市场透明度，确保中

外资金融机构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2 ) 电信行业的

对外开放。当前 5G 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
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正在中国大地催生商业

模式的深刻变革，而在这一系列创新中，电信技术是

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时代，

通过电信行业的对外开放，提升中国的数字化水平，

是培育发展一批引领产业变革颠覆性技术的基础。
( 3) 是持续推进医疗教育、健康养老、交通运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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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物流、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的开放，以服务业开放为抓手推动全面开放，扩大服

务供给能力，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当前正值中美贸易谈判 90 天的窗口期，从公开

的报道看，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即是服务业的开放

问题。有不少媒体将该次谈判称为“二次入世”，在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全球经济处于变革“十字路

口”的关键期。以外在压力为契机，形成新一轮的

改革红利，何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结合到服务业来说，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高水平

的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是孕育保护创新，提升一国产

业发展水平，助力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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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Servic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rough Service Innovation

XIA Jiechang1，XIAO Yu2

(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2. School of Gradua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main models of current service innov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urrent service innov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gitaliza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its platform，integr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and the quality of service innovation． Its rol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ducive to helping enterprises to raise themselv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 GVC ) ． 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oint of integration between supply-side reform
and demand-side coordination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s． Based on those，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policies necessary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combin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s with demand-side synergies， innovate ways of supervision to cope with the
emerging new service formats，and continue to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service innovation; digital; platform; 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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