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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十四五”的中国服务业:
趋势预判、关键突破与政策思路

夏杰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摘 要:“十三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发展成绩斐然，服务业正迎来全面跃升的新阶段。“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

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延续稳中向上的发展态势。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服务

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和服务消费占比将分别达到 59. 05%、54. 98%、60. 52%和 50. 40%，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将由 2019 年

的 14. 62 万元 /人提高到 2025 年 17. 90 万元 /人。据此判断，“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巩固，服务

经济的时代特征将更加显著。中国服务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目标，需要综合施

策，协同推进，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政府政策，推动服务业在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融合

化和标准化等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力促服务业发展规模和质量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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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外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经济服务化是

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演变的基本趋势与客观规

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 WTO 之后，在工

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下，

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和潜力不断被释放出来，服

务业发展十分亮眼，经济服务化特征愈发显著。
本文拟在分析“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特征的

基础上，测算“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主要指

标，对“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格局做出基本判

断，以阐释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突破口，探寻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思路。

一、“十三五”时期的中国服务业: 全面跃升

的新阶段

2020 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备受关注。已占据国民经济

“半壁江山”的服务业发展情况，更是引人瞩目。
令人欣喜的是，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服务业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服务创

新层出不穷，服务业质量明显提升，服务业发展进

入了全面跃升的新阶段。
( 一)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服

务业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1 月发布的 2019 年

·1·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 第 4 期

度国民经济初步核算数据，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 GDP) 为 990 865 亿元，当年的增长速度为

6. 1%，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元大关。其中:

第一产业( 一产) 增加值为 70 467 亿元，增长了

3. 1% ; 第二产业( 二产) 增加值为 386 165 亿元，

增长了 5. 7% ; 第三产业( 三产) 增加值为 534 233
亿元，增长了 6. 9%。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增速

仍然是最快的，既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

速，也快于 GDP 的增速。2019 年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3. 9%，与“十三五”时期的

起始年即 2016 年相比，有了较大的提升。比如三

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比例，2016 年是 8. 6∶
39. 8∶ 51. 6; 2019 年则变为 7. 1 ∶ 39. 0 ∶ 53. 9，其中

第一产业下降了 1. 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了

0. 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 2. 3 个百分点( 见

表 1) 。2015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为 50. 5%，首次超过 1 /2，服务业名副其实地成

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后该比重逐年提

升，2019 年接近 54%，服务业的主导地 位 日 趋

巩固。

表 1 三次产业增加值规模及占 GDP 的比重

年份 一产增加值 /亿元 二产增加值 /亿元 三产增加值 /亿元 GDP /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比例

2016 63 671 296 236 384 221 744 127 8. 6∶ 39. 8∶ 51. 6

2017 65 468 334 623 427 032 827 122 7. 9∶ 40. 5∶ 51. 6

2018 64 734 366 001 469 575 900 309 7. 2∶ 40. 7∶ 52. 2

2019 70 467 386 165 534 233 990 865 7. 1∶ 39. 0∶ 53. 9

注: 数据来自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部分数据存在加总偏差。

( 二)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

重快速提升，服务业正在成为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2018 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

人数的比重为 46. 3%，比 2016 年的 43. 5% 提高

了 2. 8 个百分点( 见表 2) ，年均提升幅度大于服

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幅度。2020 年，在经济下行

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我国的就业形势

十分严峻。劳动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因此“六稳”
首先就是要“稳就业”。从各国劳动就业的发展

经验来看，服务业是最有潜力的领域，欧美发达国

家服务业的就业占比高达 75% 左右。随着技术

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以预计，我国服务业的就

业贡献将进一步提升，其劳动就业主渠道的地位

将更加巩固。

表 2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及占比

年份
一产就业

人数 /万人

二产就业

人数 /万人

三产就业

人数 /万人

全社会就业

人数 /万人

三次产业就业

占比的比例

2016 21 496 22 350 33 757 77 603 27. 7∶ 28. 8∶ 43. 5

2017 20 944 21 824 34 872 77 640 27. 0∶ 28. 1∶ 44. 9

2018 20 258 21 390 35 938 77 586 26. 1∶ 27. 6∶ 46. 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9》。

( 三)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

快，服务业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远高于一产和二产的投资占比，大多

数年份在 58%以上( 见表 3) 。相对消费而言，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并不高，但服务业投资却备

受追捧，而且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比如 2019

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景气的情况下，高技

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 16. 5%，教育以及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也均在 13. 9%以上。
( 四) 服务消费正在成为城乡居民消费最活

跃的领域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从“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投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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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次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规模及占比

年份

一产固定资产

投资总规模 /
亿元

二产固定资产

投资总规模 /
亿元

三产固定资产

投资总规模 /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规模 /
亿元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占比的

比例

2016 18 838 231 826 345 837 596 501 3. 2∶ 38. 8∶ 58. 0

2017 20 892 235 751 375 040 631 684 3. 3∶ 37. 3∶ 59. 4

2018 22 413 237 899 375 324 635 636 3. 5∶ 37. 4∶ 59. 0

2019 12 633 163 070 375 775 551 478 2. 3∶ 29. 6∶ 68. 1

注: 数据来自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部分数据存在加总偏差。

对疲软，出口深受逆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更多地依赖消费支出发挥作用。“十三五”时期，

消费增长速度始终高于 GDP 增长速度，消费始终

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2016—2019 年，

消费 对 GDP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64. 6%、58. 8%、
76. 2%和 57. 8%，尽管有所波动，但一直远高于

投资和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消费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的提升，固然有投资和国际贸易市场波

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

还是源于“十三五”时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消费支出增速

都快于同期 GDP 增速( 见表 4) 。

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正式驶入快车道，这是

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和技术进步的

必然结果。消费升级有许多表现，服务消费比

重不 断 提 升 则 是 其 最 主 要 的 趋 势 之 一［1］。
2016—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

消费 支 出 占 比 分 为 41. 0%、41. 4%、44. 0% 和

45. 9% ( 见 表 4 ) ，4 年 时 间 提 高 了 4. 9 个 百 分

点。目前，以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健康卫生、养

老照料、体育健身和亲子教育为代表的服务消

费正在成为城乡居民最青睐、最活跃的消费领

域，居民消费升级态势非常明显。

表 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及服务消费占比

年份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 /元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增速 /%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
元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增速 /%

居民人均

服务消费

支出 /元

居民人均

服务消费

占比 /%

GDP 增速 /
%

2016 23 821 8. 4 17 111 8. 9 7 015 41. 0 6. 7

2017 25 974 9. 0 18 322 7. 1 7 585 41. 4 6. 9

2018 28 228 8. 7 19 853 8. 4 8 735 44. 0 6. 6

2019 30 733 8. 9 21 559 8. 6 9 896 45. 9 6. 1

注: 2019 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其他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 五) 服务新领域、新业态层出不穷，服务创

新有了新突破

服务创新是服务业发展的新动能，带动了服

务业新领域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增加了服务新

供给，刺激了服务新需求，是服务业不断成长的重

要动因。技术进步是服务创新不断突破的根本原

因。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中国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都在不断攀

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等全面嵌入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

打破了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服务业业态，促

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链上的融合，产业边

界逐渐模糊。“服务工业化”和“工业服务化”两

种趋势同时存在，推动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的互相渗透，推动了生产方式、服务方式、生活

方式的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

了服务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比如，电子商务平

台就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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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的产物，正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很多企业

形成了 C2B ( 消费者到企业) 的发展模式。这种

模式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产定销的做

法，而开始吸收消费者参与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

产过程，是典型的企业定制化生产。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发展趋势预判

( 一) 服务业发展主要指标预测

服务业发展预测有多种方法，主要有生产函

数预测法、投入产出法和趋势外推法。本文拟采

用趋势外推法，基于不变价格预测中国“十四五”
时期服务业规模及占比、服务业就业人数及占比、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占比和服务业劳动生

产率等指标，并据此对 2025 年中国服务业发展的

总体情况进行预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正

在全球蔓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是制造业还

是服务业都遇到了严峻挑战，内需和外部环境都

受到很大影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隔离”，而“隔离”对于需要特定物理场所和

人员接触的服务业而言，是致命的冲击。中国是

制造业大国，是全球产业链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是我国制造业企业

的主要生存方式。境外疫情的迅猛蔓延，对我

国的产业链冲击很大，我国制造业企业受到的

冲击十 分 严 峻 且 持 续 时 间 较 服 务 业 更 长。因

此，在预测产业发展特别是预测 2020 年的 GDP
增长、服务业增长和三次产业就业等指标时，必

须考虑到疫情冲击这个因素的影响。根据“十

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服务业增长

速度一般比 GDP 增速高 0. 8 个百分点，比二产

增速高 1. 5 个百分点。从目前来看，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更甚于服务业，

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因此将进一步下

滑，服务业增速虽然也不乐观，但服务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占比可能更加凸显。当然，新冠肺炎

疫情只 是 暂 时 的 外 生 冲 击，不 会 改 变 对“十 四

五”时期各产业发展的趋势预判，更改变不了中

国经济发展长期稳中向上的大格局。
1. 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及占比预测

从表 5 可以看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

结构变化趋势将延续“十三五”时期的特点，即一

产和二产比重不断下降，三产比重不断提升。根

据预测，2025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59. 05%，比

2020 年的 55. 28%提高了 3. 77 个百分点，平均每

年提高近 0. 8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服务业仍将是

我国第一大产业，其主导地位更加巩固，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十四

五”时期，我国潜在 GDP 增长率很可能继续下降，

经济增速很可能为 4. 5% ～ 5%，服务业仍将稍快

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以“数字 +”为代表

的新服务，很可能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 2020 年各项指标的预

测，本文都考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冲击因素，预

测数据都做了适度下调。

表 5 三次产业增加值规模及占 GDP 比重的预测

年份 一产增加值 /万亿元 二产增加值 /万亿元 三产增加值 /万亿元 GDP /万亿元 三次产业占比的比例

2020 7. 27 38. 61 56. 67 102. 55 7. 08∶ 37. 64∶ 55. 28

2021 7. 48 41. 32 60. 66 109. 46 6. 83∶ 37. 74∶ 55. 43

2022 7. 93 42. 53 64. 48 114. 94 6. 69∶ 37. 00∶ 56. 31

2023 7. 96 43. 64 69. 08 120. 68 6. 60∶ 36. 16∶ 57. 24

2024 8. 25 44. 76 73. 46 126. 47 6. 52∶ 35. 39∶ 58. 09

2025 8. 50 45. 63 78. 04 132. 17 6. 43∶ 34. 52∶ 59. 05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得到。

2. 服务业就业规模及占比预测

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及其占 GDP 的比重，由

于可能受价格核算的影响，其可比性有时会被

质疑。因而，本文也遵循学术界的惯例，以服务

业劳动就业占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经济

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 年的就业

结构中，服务业和农业从业人数基本相同，但自

2011 年以后，服务业从业人数就超过了农业从

·4·



第 35 卷 第 4 期 夏杰长: 迈向“十四五”的中国服务业: 趋势预判、关键突破与政策思路

业人数，差距也越来越大。“十三五”时期，服务

业就 业 贡 献 显 著 提 升。根 据 表 6 的 预 测，

2019—2025 年，服务业劳动就业的比重将逐年

提高，2025 年 可 望 达 到 54. 98% ，比 2019 年 要

增加 7. 83 个百分点。直观来看，这个数字被低

估了。从农村经济来看，现代农业是农业与工

业、服务业越来越紧密融合的多功能农业，有些

本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民，实际从事的却是第三

产业的工作。例如，现在部分农民从事农村电

商或民俗旅游、农家乐等工作，但统计部门还是

把这些劳动者计算为农业就业人口。显然，这

里的服务业就业就被低估了。

表 6 三次产业就业规模及占比预测

年份
一产就业

人数 /万人

二产就业

人数 /万人

三产就业

人数 /万人

全社会就业

人数 /万人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

占比的比例

2019 19 743 21 201 36 527 77 471 25. 48∶ 27. 37∶ 47. 15

2020 19 003 21 442 37 058 77 503 24. 52∶ 27. 67∶ 47. 81

2021 18 887 20 412 39 332 78 631 24. 02∶ 25. 96∶ 50. 02

2022 18 357 19 870 40 560 78 787 23. 30∶ 25. 22∶ 51. 48

2023 17 714 19 459 41 769 78 942 22. 44∶ 24. 65∶ 52. 91

2024 17 408 18 966 42 720 79 094 22. 01∶ 23. 98∶ 54. 01

2025 17 161 18 527 43 586 79 274 21. 64∶ 23. 38∶ 54. 98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得到。

3.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预测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服务业发展质量和

效能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异质

性，各子行业差异较大，且部分服务业行业垄断严

重，市场竞争不充分，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很

多问题和难点，故本文以劳动生产率代替全要素

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单位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

值。在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就业预测的数据基

础上，本文估算了 2019—2025 年我国的全社会就

业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以及二产和服

务业劳动生产率 ( 见表 7 ) 。从表 7 可以看出，

2019 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预计为 12. 79 万

元 /人，到 2025 年将提升到 16. 67 万元 /人。2019
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预计为 14. 62 万元 /人，到

2025 年将提高到 17. 90 万元 /人。综合来看，服

务业生产率将高于全员劳动生产率，但依然低于

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二产、三产的劳动生产率

没有收敛，反而有所扩大，即“鲍莫尔成本病”依

旧存在，之前被寄予希望的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

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做

法，实际上在短期内很难解决服务业生产率相对

较低的问题，但从趋势上讲，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是必然的，而且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影响和对制

造业的影响将变得同样重要。

表 7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预测

年份
GDP /

万亿元

全社会

就业人数 /
万人

全员劳动

生产率 /

万元·人 － 1

二产增

加值 /
万亿元

二产就业

人数 /
万人

二产劳动

生产率 /

万元·人 － 1

服务业

增加值 /
万亿元

服务业

就业人员 /
万人

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 /

万元·人 － 1

2019 99. 08 77 471 12. 79 38. 61 21 201 18. 21 53. 42 36 527 14. 62

2020 102. 55 77 503 13. 23 38. 61 21 442 18. 00 56. 67 37 058 15. 29

2021 109. 46 78 631 13. 92 41. 31 20 412 20. 24 60. 67 39 332 15. 43

2022 114. 94 78 787 14. 59 42. 53 19 870 21. 40 64. 48 40 560 15. 90

2023 120. 68 78 942 15. 29 43. 64 19 459 22. 43 69. 08 41 769 16. 54

2024 126. 47 79 094 15. 99 44. 76 18 966 23. 60 73. 46 42 720 17. 20

2025 132. 17 79 243 16. 67 45. 63 18 440 24. 75 78. 04 43 586 17. 90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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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按照一般的理解，服务业是典型的轻资产行

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二产的小很多。
但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越来越高度依赖各类基础设

施的支撑，需要各类固定资产投资才能有效运转。
更何况从统计口径来看，交通运输业被统计为三

产，而且在大多数年份交通运输业是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重点投资领域，民间资本也越来越多地介

入这个领域。随着国家产业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

倾斜和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固定资产

投资对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青睐”，服务业领域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明显快于一产和二产的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增速，将是大概率事件。预计到

2025 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规模

占比的比例很可能是 3. 34 ∶ 36. 14 ∶ 60. 52 ( 见表

8) ，服 务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占 比 比 2020 年 提 高

1. 67 个百分点，服务业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主战

场”的地位将更加凸显。

表 8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占比预测

年份
一产固定资产投资

总规模 /亿元

二产固定资产投资

总规模 /亿元

三产固定资产投资

总规模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规模 /亿元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占比的比例

2020 22 597 241 813 378 113 644 253 3. 52∶ 37. 63∶ 58. 85

2021 22 619 242 586 381 996 647 201 3. 50∶ 37. 48∶ 59. 02

2022 22 642 243 314 384 326 650 282 3. 48∶ 37. 42∶ 59. 10

2023 22 664 244 045 386 594 653 303 3. 46∶ 37. 36∶ 59. 18

2024 22 687 244 801 409 030 676 518 3. 35∶ 36. 19∶ 60. 46

2025 22 711 245 535 411 119 679 365 3. 34∶ 36. 14∶ 60. 52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得到。

5. 服务消费占比预测

居民服务消费的增长及变化受到多方面的影

响，比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发达国家的消费示

范作用、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等，但起决定性

作用的还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情况。“十四五”
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下行趋势，国际环

境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影响

短期内很难消除。2020 年的经济增长、居民可支

配收入和劳动就业都面临着严峻挑战，2021 年预

计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和反弹。但总体来看，“十

四五”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很可能低于

“十三五”时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家庭的心理

冲击也比较明显，预防性储蓄倾向会有所强化，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服务消费，包

括线上服务消费和线下服务消费，其中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不大，甚至还

促进了线上服务消费，但对线下服务消费的冲击

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

我国服务消费总体向上向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

费比例提高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提升速度将有所

放缓。预计到 2025 年，服务消费占比为 50. 40%

( 见表 9) ，比 2019 年将提高 4. 5 个百分点。总体

来看，服务消费占比上升速度要慢于“十三五”时

期，但“十四五”期末有望迎来服务消费占据城乡

居民消费“半壁江山”的格局。
( 二) 基本判断: 中国正快速迈向服务经济

时代

对于“服务经济时代”的判断，也是很有争议

的一个议题。最早提出这个议题的是美国著名经

济学家富克斯( Fuchs) 。他在 1968 年出版的《服

务经济学》这部著作中，就“服务经济时代”的判

断标准问题作了经典阐述: “美国现在正在经济

发展方面开创一个新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后，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

经济’国家，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

食物、衣 着、房 屋、汽 车 或 其 他 实 物 生 产 的 国

家。”［2］在这里，富克斯用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

从业人数的比重来判断是否进入了“服务经济时

代”。的确，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准确的一个判断

指标。但是，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

言，只使用这一个指标是不够的，应该还要考虑服

务业增加值占比、服务消费占比、服务业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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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及服务消费占比预测

年份

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

入 /元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

长速度 /%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
元

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增长速度 /%

居民人均

服务消费

支出 /元

居民人均

服务消费

占比 /%

2020 30 865. 15 4. 30 22 442. 92 4. 10 10 435． 95 46. 50

2021 33 627. 58 8. 95 24 397. 69 8. 71 11 542． 55 47. 31

2022 36 284. 16 7. 90 26 129. 93 7. 10 12 602． 47 48. 23

2023 39 005. 47 7. 50 27 961. 63 7. 01 13 706． 79 49. 02

2024 41 774. 86 7. 10 29 860. 23 6. 79 14 843． 52 49. 71

2025 44 623. 91 6. 82 31 771. 29 6. 40 16 012． 73 50. 40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得到。

投资占比等指标，来综合分析经济服务化程度和

是否处于服务经济时代［3］。2018 年，我国服务业

劳动就业占比为 46. 3%，与富克斯提出的“服务

经济时代”衡量标准还有一些差距，但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高于 5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

比高达 68%，居民消费方式服务化越来越明显，

服务消费占比超过了 44%。
所以，综合起来判断，“十三五”时期中国已

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结论是成立的。按照前文

的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将延续稳中向上的发展态势。到 2025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服务业从

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服务业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服务消

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将分别达到 59. 05%、
54. 98%、60. 52%、50. 40%。值 得 注 意 的 是，到

2025 年，除了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服务业固定

资产投资占比将远超 50% 的比例，服务消费占比

也将首次超过 50%，服务消费的主体地位也将基

本确定。据此判断，“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服

务化特征将更加明显，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将进一

步巩固，服务经济时代的大格局将更加稳固。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突

破点

按照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规律，考虑到中国

的巨大市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结构升

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预计，“十四五”时期

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和占比、服务业就业的规模

和占比等总量指标再上一个新台阶，不难实现。
真正的难点是，如何切实转换发展方式，推进服务

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服务业

竞争力，以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服务业的各种功

能。要实现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综合施策，系统推

进，并在服务业重要领域和新兴业态等方面取得

关键突破和实质飞跃。
( 一) 数字化

1． 服务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引人瞩目。业界普遍

认为数字经济是最具代表性的新经济、新业态、
新动能和新引擎［4］。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正

在开启数字服务产业发展新时代，数字经济的

发展已越来越普遍，“数字 +”“互联网 +”不断

大量涌现。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如何拥抱数字

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AI 等

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提升生产效

率，降低生产能耗，可能正在成为未来一段时间

事关企业是否能够适应时代变革的重要影响因

素。服务产业数字化，核心要义就在于依托日

益成熟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与重要服务

业进行融合渗透。这样做，既加快了服务业的

快速成长和效能提升，也推动了数字产业自身

的壮大和蓬勃发展。
2． 服务贸易数字化

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

化，世界经济驶入了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各主要

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极端重要性。服务

业的数字化提供，意味着企业或居民可以将原本

不可贸易或不宜贸易的服务产品变为可贸易和可

交换的产品，从而轻松地进行跨境服务与数据的

购买、消费和支付。在数字经济时代，依托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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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正在成为主要经济体争

夺控制权或制高点的关键所在［5］。中国是贸易

大国，也是数字经济大国，具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的基础条件［6］。作为贸易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

中国理应奋起直追，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实施数

字贸易优先发展战略，力争在“十四五”期末初步

建成数字贸易强国。
3． 传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发展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系统工

程，现代产业是其最重要的支撑。现代产业不

是各类产业的简单加总，其核心是产业链的耦

合和协整以及构建产业生态圈。而大力推动基

于数字化的服务业跨产业融合和垂直化的数字

化产业链整合是其重要实现路径，也是打造良

好产业生态圈不可缺失的基础环节。“十四五”
时期，要善于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服务业进行

全链条、全方位的塑造与重构，全力释放数字经

济的红利和倍增效应。只有构建起立体式的数

字化产业链，并以数字化改造传统服务业，才能

更好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增进居民消

费的便利度和普惠性，不断降低服务交易成本

和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

的服务业生产率偏低的难题。
4． 公共服务业数字化

与其他服务领域相比，公共服务领域的技术

进步相对滞后。“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数字中

国、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的建设步伐，加大建设力

度，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尤

其要重视数字技术在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渐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力争实

现城乡数字公共服务全覆盖，使服务业数字化全

方位服务于基本民生需求，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增

进人民福祉。
( 二) 智能化

1． 提高对服务业智能化的基本认知

随着计算机、机器人和传感器等信息技术在

各服务行业的大量应用，智能化已成为服务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服务业的

渗透已将服务业智能化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无论是在金融、零售、医疗、教育等数据密集

型行业，还是在法律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翻译等

劳动密集型领域，人工智能的替代服务都已经悄

然崛起。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知，客观分析智能

服务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和不利冲击。
2． 更加主动地融入人工智能大潮

“十四五”时期，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推

动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

与服务业的全方位渗透和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在

服务产业的运用，应主要选择知识和数据密集型

服务业，比如新零售、金融、医疗卫生、传媒与教

育、竞技体育和汽车驾驶等领域，以服务业的智能

化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和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当

然，在服务业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必须有逆向思

维，要充分考虑到服务业智能化对劳动就业的替

代以及对伦理和隐私等方面的挑战。
( 三) 平台化

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平台化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

融合度高等特点，是实现全球价值链竞争优势的

关键所在［7］。走平台化发展道路，是提升生产性

服务业控制力的重要方式。“十四五”时期，要进

一步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打造基于“互联网 +”的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平台，即上下游企业和相关供

应商和采购商多方参与，一起构建集信息、采购、
物流、金融、电商等为一体的网上服务平台，实现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工作流集成，从而提高研

发、制造、服务等环节的协同及集成发展能力。
2．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平台化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的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现象越来越凸

显。正是生活性服务平台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人

们的服务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了服务消费的时空

分离，此前许多必须在特定时间到特定物理场所才

能实现的服务需求，比如就餐、征信和社保查询、缴
纳各种生活服务费用、办理各类证件等，才能够在

云服务平台和手机银行等各类 App 上随时随地得

到满足［8］。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功能，

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将分散的海量供给和需求通

过自身的平台进行撮合成交，提高了资源配置效

率，打破了服务和交易的边界，降低了服务交易成

本，增进了消费的体验感和多样性选择，是生活性

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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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融合化

1． 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的重要特征

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

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征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突破传统的单一产业特征，

正在越来越多地互动与融合，彼此影响，互为支

撑。这种融合互促主要表现为服务型制造和制造

服务化。众多案例表明，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

造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IBM 和苹果公司都是这

样成功的典型例子。我国已经明确要建设制造业

强国和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两个目标不是

简单的并列，而是要借力“两业融合”( 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双赢发展。
2． 积极推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

“十三五”时期，我国出台了许多文件以推动

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地方政府和产业园

区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并在制造服务化和服

务型制造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突破。但是，之前的

政策主要是单独针对制造业或单独针对服务业

的，对“两业融合”的统计范围和政策实施缺乏明

确指向，政策边界模糊不清，因而在“两业融合”
上很难迈出实质性步伐。“十四五”时期，我国要

顺应产业融合的趋势和规律，适时调整统计规则

和政策指向，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

合，提高制造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起点

和高质量的“两业融合”，推动网络化协同制造、
柔性制造，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以及培育服务

业的“智造”元素。
( 五) 标准化

1． 服务标准化是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重要

手段

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很难提供标准化

和规模化服务，劳动成本投入和交易成本都比较

高，因而其生产率一般要低于制造业。由于服务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个性化，要为服务供给制

定一套标准，有较大难度。但是，技术进步和商业

模式创新正在改变这些认知，越来越多的服务行

为可以制定所有供应者和消费者皆要遵循的标准

或准则。金融、物流、零售、酒店住宿、家政、养老

公寓等服务领域都在开发行业服务标准。服务标

准化，是解决服务业低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有了

公认的服务标准，才能有低成本的大规模服务交

易，才能有统一的监管和解决服务纠纷的依据。
所以，制定服务业行业相关的服务标准，是一项不

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2． 推进服务业标准的国际化接轨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受限较多，对

服务标准化认知较浅，也很少在国际舞台参与服

务业标准的制定，缺乏话语权。“十四五”时期，

既要充分抓住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机遇，将中国服

务标准推向世界，以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和

影响力; 又要重视服务供应和服务消费行为的国

际接轨，适应服务业的国际标准和行为规则，从而

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助力中国服务业走出去。
四、“十四五”时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思路

( 一) 强化产权意识，保护投资者权益，稳定

服务业企业的投资预期

产权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保障，是市场供

求双方信任的基石，是微观主体创新发展的前提，

是理解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所有秘密的关键和

前提［9］。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家是创新发展

的动力源。只有调动企业家和企业的积极性，才

会有活跃的投资和交易。服务业的情况更加特

殊，大多数服务业是轻资产行业，转移投资和替换

消费场景都比较容易。要稳定企业家的投资和交

易信念，首要的职责就是要严格保护投资者权益，

稳定服务企业投资预期。近几年，我国的营商环

境在不断改善，但企业家的各种担忧并没有完全

消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权保护不到位［10］。为

此，要重点规范产权保护制度，竭力完善和优化营

商环境，并以此稳定服务业企业的投资预期。
( 二) 深化“负面清单”改革，放宽市场准入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许多领域竞争不够充

分，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垄断和市场管制，在金融、
电信、教育、文化传媒和出版、医疗卫生、交通运输

和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尤为突出。要改变这些状

况，就必须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和改革的痛点、
难点，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管理，逐步减少市场准入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制，继

续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11］。要解决这个

长期困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除了

极少数垄断行业及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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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服务业之外，对其他服务业应一概实施“非

禁即入”的准入制度，把“竞争中性”原则落到实

处，鼓励平等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在开放竞争中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推动服务业

转型升级［12］。
( 三) 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有序开放公共

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

服务产品“无形”的特点以及越来越多的网

上服务交易，决定了服务市场更具“信息不对称”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信用制度

是降低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安全的根本保障。要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完善企业、社会和个人信用体

系建设，包括严密的信用立法、严格的信用执法和

全社会统一的资信登记及披露等。积极运用大数

据技术，创新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加大

对“违信”的处罚力度，提高失信的违约成本，让

各类主体失去违约的经济动机，从而建立守信、有
序的服务市场秩序。建立质量违法服务企业“黑

名单”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鼓

励企业创优质服务和驰名品牌［13］。探索构建开

放的公共信息系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共享; 鼓

励有条件的信息平台服务企业之间展开多元化合

作。对符合条件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逐步开放支

付清算业务相关系统，推动企业有效利用公共信

息拓展业务。
( 四) 完善支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治理体系，

推进政策协同

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了服务创新，各

种服务创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基于“数字 +”
的新兴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服务市场最活跃的力

量，并成为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和推动产业升级的

重要方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于“数

字 +”的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随着城乡居民公

共卫生防范意识的增强，在线服务消费可能会常

态化。数字服务业发展不仅是服务业抗击疫情的

重要手段，更有可能成为服务业增长的新动能。
数字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既需要发挥市

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相关政策协同支持，

构建与新服务发展相匹配的治理体系: 一是进一

步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推动形成数据要素市

场，实现服务产业发展的数据共享; 二是积极推动

综合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实现治理方式变

革，进一步完善数据平台建设，打破数据分割，推

动管理部门决策科学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三是进

一步推动服务业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加快建立

适应新兴服务业 ( 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体验

经济等) 发展的法律法规、管理规范、行政条例、考
核体系和产业统计体系等建设，为基于“数字 +”
的服务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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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ain trend of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attributes
it to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factors． First，the development factors described by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such
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market expansion，absorption of surplus labor and Kuznets“Inverted U-shaped”path of income gap，

etc． Second，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the micro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economic activities，the emergence of multi-ownership economy，and the
chang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cause the chang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Thirdly，incomplete and imperfect fac-
tors of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lead to rent-seeking，corruption and hidden income，which leads to income gap． The final
factor is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role of redistribution policy，which has played a role in allevia-
ting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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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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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Prediction，Key Breakthrough and Policy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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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13th Five-Year Plan”period，China's service industry has made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is ushering in a new stage of overall leap．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China's
service industry has the huge potential and broad prospects，and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steadily and upward． By 2025，it is es-
timated that the added value，labor employment，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service consumpt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will
account for 59. 05%，54. 98%，60. 52% and 50. 40% respectively．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industry will increase from
RMB Yuan 146 200 per person in 2019 to RMB Yuan 179 000 per person in 2025． According to this judgment，the dominant po-
sit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will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rvice economy era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achieve the major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e need to take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have the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On the ba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we need to make the rational use of gov-
ernment policies，promote the service industry to take the lead in the key links such as digitalization，platforming，intellectualiza-
tion，integration，standardization，etc．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quality of service industry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digital servi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arket mechanism; the“14th Five-
Year Plan”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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