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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服务业的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夏杰长 
 

    经济服务化是大势所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基本在 60%以上。随着居民收入水平

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全面深度渗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服

务业扩容提质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实践和产业演变特点，都充分印证了这个趋势。 

    多年来，服务业是稳增长、促就业和惠民生的主要力量。2023年，服务业的这种重要作用更

加凸显。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3年上半年数据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稳步提升。其中，

服务业增加值 331937亿元，同比增长 6.4%，比一季度加快 1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上升到 56%，比 2022年同期高 1.6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6.1%，拉

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6 个百分点。可见，我国服务业保持持续扩张态势，强劲复苏的态势非常

明显。同时，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位于扩张区间，均值为 54.7%，高于 2022年同期 6.5个百

分点，尤其是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商务

活动指数均值升至 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有力支撑了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居民生

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均比 2022

年同期大幅回升，市场明显回暖，服务消费正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新亮点，在扩内需、优结

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劳动就业方面，服务业作用尤为突出。“稳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明显高于其他产业。比如，正常情况下，服务业每增

长 1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制造业多 25%左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创新，“互联网+

传统行业”的发展模式在各领域持续发酵，以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态不断涌现。这些

新经济、新服务的出现，不仅开拓了就业新领域，有效发挥了各类服务平台带动就业的独特效应，

还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切实缓解了就业压力。 

    服务业强劲复苏为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实基础。那么，巩固服务业强

劲复苏态势、推动服务业快速优质发展，继续发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可重点从以

下方面着手。 

    一方面，在优化生活性服务业结构中提升消费服务品质。一是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水平，

实现供需匹配。应高度重视并加大对发展型生活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首先加大医疗机

构、养老机构及社会福利机构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活性服务业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更多的民营市场经营主体从事生活性服务业，切实增强市场

活力。二是引导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增强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

的数字技术实现了生活性服务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实现了服务功能的提升。应加快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服务数据开放共享，但也需创新监管模式，加强风险防控。 

    另一方面，在深化“两业融合”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抓住数字技术关键变

量赋能“两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行业，往往需要嵌入制

造业的生产环节中。应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深

度融合，实现服务的精准、高效和高质量，形成二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助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二是优化生产性服务结构，实现高端化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一些“卡

脖子”的技术问题，而解决这些技术问题所需的研发、设计就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应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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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导向为基础，引导不同类型企业依托创新科技园、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等产业发展平台，推动专业化服务的规模化、高效化和集群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