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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动力切换新变化，强化转型战略新引擎 

—当前浙江服务业发展的变动特点和战略应对 

潘毅刚 

【摘 要】浙江经济增速中枢正从高增长区向相对较低的中速增长区间转移，服务业正在成为“新常态”下浙江

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引擎。本文从浙江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推动浙江服务业加速

发展的新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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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趋势: 服务业正加快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当前，在浙江经济增速中枢从高增长区间向相对较低的中速增长区间转移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正在成为“新常态”下浙江

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引擎。突出表现为“两快两稳”: “两快”即增加值增速和投资增长相对较快。2014 年服务业增加值增

幅高于 GDP 增速 1．1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增速 1．6 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增幅比上年增长 18．8% ，较第二产业增速

高 6．5 个百分点，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65． 2% ，比第二产业高 31．6 个百分点。“两稳”即增长贡献稳定和效益贡献稳

定。2014 年全省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2．1% ，比去年全年高 5．1个百分点。全省服务业收入占全部税收

入的比重达到 53% ，对全部地税收入增长贡献率达 50% 以上。 

必须看到，在浙江经济换挡和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并不是暂时性的，而是一种长期性趋势。

与过去工业化快速扩张期显著不同，当前阶段浙江经济增长动力已从制造业单轮驱动，逐步过渡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

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转变，并呈现持续加快、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三点理由: 

(一) 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不可改变 

2004 年以来沿海发达四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总体均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 见图 1) 。虽然浙江和广东上升幅度与江

苏和山东有一定差距。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近 10 年来浙江、广东更多地依靠高速增长工业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服务部

门大多是不可贸易部门，工业品出口加快，必然此消彼长，使得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的广东和浙江该指标在振荡中上升。未来

随着出口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加速“去产能化”，工业比重结束高点向下调整，浙江服务业占比也将告别

“振荡”，加速提高。2014 年，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47． 9% ，比 2013 年提高 1． 8 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

高 0． 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说明浙江省服务业已迈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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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深入推进中服务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不可改变 

当前浙江服务业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并不是“昙花一现”，近 10 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平均高出 GDP 增速 1． 2 个百分

点。服务业迅猛发展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必然结果。比较近些年来沿海地区数据地图可知( 见图 2) ，工业化和城镇化

水平越高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发展机会也越多。未来在立体化交通和高速信息化网络的紧密联系下，随着沿

海地区生产制造环节加速向劳动力和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和国家转移，信息平台经济、总部经济、金融、研发设计、营销、物

流、文化等生产性服务高端环节将更多地留在沿海地区。这也将使得沿海地区集聚更多高增值、广辐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

业，并带动个人消费性服务业快速增长，引领新时期区域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提升，沿海地区服务业将会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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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活动人口从农业、工业和建筑业加快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不可改变 

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吸纳就业比重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浙江趋势亦不例外( 见图 3) 。但过去 10 多年，以工业和

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是浙江就业人口主要流向。随着近年来浙江建筑业发展放缓以及工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将逐步成为就业

的主渠道。当前全球高收入国家中服务业就业比重均超过 65% ，美国、英国接近 80% ，中等收入国家也已达到 60% 以上。与

之相比，浙江服务业就业比重仅为 34． 9% ，进一步上升空间巨大。劳动人口“服务化”，这既是浙江工业提质增效的客观要

求，也是推动服务业加速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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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特征: 正确把握未来服务业发展的七种变化 

当前服务业内部升级调整的势头正在加快，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阶段性变化。主要表现在: 

特征一: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有利于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提升。欧美等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总量的比重达到 70% 以上，占 GDP 的比重也达到 50% 左右，而浙江分别仅有 50% 

和 23% 左右。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抓制造业提质增效，很大程度是抓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企业“服务

化”，加快进行柔性制造、智能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和绿色制造。美国 IBM、苹果公司等制造企业的转型发展历程表明，

制造业之“强”，不在规模和比重，而“强”在能控制科技研发、信息服务、营销网络、资本运作、文化塑造等价值链高增值服

务环节。 

特征二: 以 ICT① 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经济发展突破临界点，方兴未艾。近年来，国内正在掀起一次信息经济引领的新技术

革命浪潮，正对各个行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乃至城市建设理念、政府职能转变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有专家就指出，网络价值之总和会随着网络用户数以几何级数增长。不同于工业经济边际报酬递减，在信息网络经济中，成功

是自我增强的，边际成本很低，边际效益回报递增，它的深入发展将对全部产业是“一次革命”。以 BAT( 百度、阿里巴巴、腾

讯) 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企业迅猛崛起进一步证明，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是 21 世纪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特征三: 财税制度深化改革将调动发展服务业的内在动力。全国推广“营改增”将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措施，其最直

接作用是降低了服务业税负，实现了服务业与工业税负公平。更重要的间接影响是，将促使我国财税体制深化改革，优化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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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财税分成关系，引导地方政府加快转变“重工业、轻服务业”理念，这既有助于克服当前或者今后长期可能存在的产能

过剩问题，也有利于适当削弱地方政府在生产环节的投资冲动，提高其促进消费的刺激，进而把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新战略引

擎来推动。 

特征四: 服务贸易的崛起。当前，相当部分服务行业正由不可贸易部门加快转变为可贸易部门。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快于

货物贸易增长，服务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比重也已达到 20% 左右。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较快，2012 年服务出口已位

居世界第五，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 4． 4% ，进出口提升到全球第三位。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继续推进的背景下，随着

浙江企业生产和投资进一步国际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自由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加速服务贸易发展。 

特征五: 人口结构“老龄化”和进入 1 万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阶段将推动个人消费性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一切产业发展最

终都是基于人的需求。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最大的两个特点就是老龄化和中高收入人群比例不断提高。这将进一步释放旅游、

文化娱乐、健康养老、医疗服务、个性化消费等高层次的个人消费有效需求，推动个人消费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特征六: 以政府简政放权为契机的公共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简政放权最终将改变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局面，一方面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咨询、文化等公共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管制减少也将使得教育服务、医疗卫生和社区

服务等需求较大的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得到满足，形成服务业新增长点。 

特征七: 以都市区和城市群引领服务业加速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化大都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基本在 70% 以上，纽

约、伦敦和香港已经接近 90% 。浙江加快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带来的城市化型态改变，将使得都市区和大中城市成为

引领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 

三、新谋略: 把推动服务业加速发展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着力点 

面对全球产业变革的大变局，唯有顺应大势、把握规律、善谋善为，方能站定脚跟、屹立竞争潮头，抓住难得发展机遇，

实现新跨越。 

(一) 要高度重视如何推动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这一战略性问题 

在当前经济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可以确定的是，浙江经济未来的竞争优势和想象空间更多地在服务业发展领域。

这是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是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核心内容，关系产业转型升级的成败，也是检验新时期

政府促进发展能力的“试金石”。 

(二) 要高度重视以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经济为主导，以聚人聚业为路径，因地制宜地引导各地发展符合竞争优势的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的主战场在城市，但它也因城而异、因地而异。各地不宜追逐热点，而因根据自身城乡特点，谋划特色服务经

济、创新适合自身的服务业发展模式。要顺应各地人口变动特点，加强服务需求的培育，兼顾近期和长期，科学发挥关键交通

连接、空间规划、建设配套、管理创新等有为手段的积极作用，充分借助市场之手，合理引导人口聚散，聚人兴业、兴业聚人，

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三) 要高度重视因业施策，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 

分别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个人消费服务业的共性问题，抓住旅游经济、信息服务、总部经济、健康服务、地

方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等关键行业的特点，统筹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分类施策，推动行业结构加快调整升级。同时，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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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服务业统计体系，为各地合理引导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四) 要高度重视改革创新，为服务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化环境 

服务业发展的难点在于激发市场自发发展活力和内在动力。这就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加快推动系统性改革创新，尤其要在财

税体制、法治环境、信用体系建设、要素市场化、税收政策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准入门槛放开、事业单位改革以及扩大开放

等方面下功夫，为服务业加速发展营造一个开放、透明、规范、公平、公正的市场化竞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