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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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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璟，郭凌云，王 芬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舟山 316100） 

【摘 要】舟山新区服务业现状表现为：服务业处于主导地位；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

融业等行业为主体；旅游业成为舟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翘楚；服务业是就业的主要渠道。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存在

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传统服务业改造升级慢、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差等问题。针对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存在的问题，

提出突出发展重点，将舟山群岛新区打造成港航物流基地、海岛休闲圣地，促进传统服务业改造升级，培育发展新

兴服务业，在人才、管理机制和政策方面做好保障措施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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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现代服务业大体相当于服务业（第三产业）。舟山新区服务业总体保持较快发展，对全市 GDP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也

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舟山新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地区 GDP 由 2009年的 536.35亿元，到 2016年

的 1241.19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8.77%，而同期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09 年的 242.79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604.45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1.28%。舟山新区服务业表现出与区域经济基本同步增长的态势。 

表 1 舟山新区 2009 - 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年份 第一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比重 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 

2009 9.7 45.0 45.3 

2010 9.6 45.3 45.1 

2011 9.8 45.0 45.2 

2012 9.7 44.5 45.8 

2013 10.2 41.7 48.1 

2014 9.9 41.9 48.2 

2015 10.2 41.1 48.7 

2016 10.2 41.1 48.7 

数据来源：舟山统计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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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约为 45%，处于主导地位 

舟山新区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情况见表 1。由表 1可知，2009-2016年，舟山新区第一产业比重基本稳定不变，变化幅度在 0.6%

以内；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从 45.0%减少至 41.1%,下降了 3.9%;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呈增长趋势，上升了 3.4%。总体

来看，服务业在舟山新区经济比重在 47%左右，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表 2   舟山新区 2009〜2016年服务业（第三产业）行业构成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3.69 22.6 22.13 21.45 20.04 20.90 21.29 20.3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54 3.01 2.53 2.35 1.74 1.38 1.85 1.89 

批发和零售业（％） 15.26 17.39 17.89 18.75 17.91 17.60 18.31 18.87 

住宿和餐饮业（%） 4.50 4.71 4.84 5.03 4.60 4.94 5.39 5.50 

金融业（％） 16.45 16.24 16.39 15.94 14.69 12.84 10.60 8.90 

房地产业（％） 9.03 9.28 9.92 10.13 9.99 9.09 8.56 9.2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37 3.30 3.06 2.83 2.72 3.76 3.61 4.06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1.12 1.23 1.40 1.69 1.85 2.01 1.95 1.8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57 2.49 2.41 2.50 2.26 2.24 2.22 2.1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96 1.89 1.87 2.10 2.47 2.39 2.69 2.67 

教育（％） 4.95 4.70 4.7 4.43 4.76 4.85 5.33 5.0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76 2.61 2.61 2.83 2.59 3.07 3.94 4.1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33 1.42 1.42 1.62 1.90 1.98 2.59 3.2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9.37 9.14 9.14 8.36 8.15 8.55 7.62 7.69 

数据来源：根据舟山统计年鉴（2017）原始数据计算整理。 

表 3舟山新区旅游人数及总收入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1752.93 2139 2460.53 2771.02 3067.47 3397.96 3876.22 4610.61 

增长率（％） - 22.02 15.03 12.62 10.70 10.80 14.10 18.95 

旅游总收入（亿元） 154.87 201.21 235.48 266.76 300.12 477.20 552.18 661.62 

增长率（％） - 29.92 17.03 13.28 12.51 59.00 15.70 19.82 

数据来源：舟山统计年鉴（2017）。 

1.2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等为主体 

根据舟山统计年鉴（2017）,计算得到服务业（第三产业）各行业占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具体见表 2。从服务业（第

三产业）的行业构成来看，服务业（第三产业）中排在前三位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住宿和餐饮业等紧随其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等行业比重均较小。作为港口城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占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21%

左右，占比较大；批发和零售业比重 2016年达到 18.87%，比 2005年上升了 3.61%;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比重 2016年达到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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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新区逐步形成了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为主体的服务业发展格局。 

表 4  舟山新区社会劳动者分布基本情况表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就业人数合计（万人） 65.95 66.65 68.99 72.90 72.65 74.32 74.50 '74.70 

第一产业（万人） 10.91 10.92 10.88 10.48 10.84 10.46 10.50 10.51 

第二产业（万人） 28.03 26.46 26.38 25.27 30.83 30.25 30.21 30.12 

第三产业（万人） 27.01 29.27 31.73 37.15 30.98 33.61 33.79 34.07 

就业人员构成（合计=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第一产业（％） 16.54 16.38 15.77 14.38 14.92 14.07 14.09 14.07 

第二产业（％） 42.50 39.70 38.24 34.66 42.47 40.70 40.55 40.32 

第三产业（％） 40.96 43.92 45.99 50.96 42.64 45.23 45.36 45.61 

数据来源：根据舟山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表 5 舟山新区 2013年服务业（第三产业）企业构成 

行业 
企业法人 

单位 

外商投资 

企业 

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 
资产总计（亿元 

批发和零售业 3324 5 5 734.8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901 5 3 946.63 

住宿和餐饮业 429  4 64.0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4 2 2 45.92 

金融业 180   660.02 

房地产业 499   8302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81 5 1 8323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13 5  833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29 1 1 27.0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2   5525 

教育 46   0.73 

卫生和社会工作 28   3.1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42   0.98 

服务业（第三产业） 总计 7698 23 16 439226 

数据来源：根据舟山市第三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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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旅游业是舟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翘楚 

舟山新区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海上开放门户，北邻上海，南靠宁波，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凭

借良好的旅游资源和地理位置，舟山的旅游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舟山新区经济增长作用日益明显。从表 3 中可知，2016 年

旅游总人数达到 4610.61万人次，比 2009年上升了 263%,旅游总收入达 661.62亿元，相比 2009年翻了 4倍多。2009-2016年，

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1.4服务业是就业的主要渠道 

随着舟山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现代服务业领域得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从表 4 可以看

出，自 2009 年以来，肉;山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和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逐渐上升，这符合配第

一克拉克定理有关经济发展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变化的理论。随着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占据的发展优势，在三

次产业中对舟山的就业贡献越来越大，发挥着第一、第二产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和促进社会稳定的

作用。 

1.5服务业企业构成 

参照舟山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整理得到舟山新区 2013 年服务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企业现状，具体见表 5。

服务业中，内资企业占比很大，外资企业总计 36个，占比很少。按行业分，企业个数排前三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分别占服务业（第三产业）企业数的 43.18%、16.64%、11.7%,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占 1.48%,金融业企业数占 2.3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 4.07%。从资产占比来看，资产总计排名

前三位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分别占服务业（第三产业）资产总数的 21.55%、18.95%、

18.9%,批发和零售业资产占 16.73%,金融业资产占 15.0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9%。 

表 6舟山新区和杭州人均旅游收入 

年份 杭州（元） 舟山（元） 

2009 1508.45 883.49 

2010 1558.58 940.67 

2011 1590.76 957.03 

2012 1625.00 962.68 

2013 1649.05 978.40 

2014 1725.33 1404.37 

2015 1777.34 1424.53 

2016 1829.29 1434.99 

数据来源：根据杭州统计年鉴（2017）、舟山统计年鉴（2017） 数据整理。 

2 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问题 

2.1现代服务业规模较小，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舟山的服务业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国内外规模巨大、实力雄厚的企业和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



 

 5 

大。舟山新区目前存在着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实力不强等现状，不利于企业规模的壮大和成长。 

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 48.70%，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等三大传统服务业行

业增加值就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 42.64%。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导致高端服务业赖以生存的土壤比较贫瘠，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差。 

2.2传统服务业改造升级慢 

传统服务业中，舟山新区旅游业整体层次不高，旅游资源开发层次偏低，旅游产品品种少，结构单一，海岛特色不强，旅

游消费不足。从表 6 可知，2009 年至 2016 年，舟山新区人均旅游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相较于杭州而言，则差距较大，2016

年的人均旅游收入未达到杭州 2009年的水平。 

物流业是舟山新区的优势行业，但是物流行业的现代化改造升级速度也较慢，舟山物流业主要停留于传统功能物流阶段，

一体化物流服务能力较差，物流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没有形成以信息网络为平台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统一，缺少提

供髙附加值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2.3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差 

现代服务业不但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新兴服务业中，除去金融业发展相对较好，占

比较大，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等五大新兴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约占 12% 

根据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经验来看，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业是现代

服务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增长点，2016 年这四个行业的增加值之和仅占服务业整体增加值的 20.14%,

相对于其他的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北京、上海等城市早在“十一五”末期这四个行业增加值占其服务业总增加值的比重就

分别达到了 49.48%、47.99%。 

3 促进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3.1准确定位，突出重点，择优发展 

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重点培育和支持现代服务业，是进一步优化舟山新区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通过深入分析、发现

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集中精力专注发展有限数量重点产业，促使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达省份和地区

的发展经验无不表现在准确定位本地区在全国或区域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深入分析，充分挖掘自身优势，突出重点，择优发

展某几个重点领域，带动本地区整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舟山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集中精力专注发展港航物流、旅游、金融等重点服务业，将舟山建设成为港航物流基地、

海岛休闲圣地，促使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3.2促进传统服务业现代化改造 

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分类指导，提高传统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对于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传统服务行业，例如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旅游业，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加以改造和提升，促使其发展现代化、规

模化、规范化、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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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要出台政策鼓励现有企业兼并重组，进行信息化、技术化改造，促使其向现代物流转型发

展，提供高附加值、一体化的物流服务。 

对于批发和零售业，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特色商业街区和专业市场的建设，积极应用信息化技术和电子商务经营模式，促使

商贸流通现代化、网络化，满足本'岛居民的需求，并兼顾游客购物休闲的需求。 

对于旅游业，要加快重点项目开发，优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将旅游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提升，

打造打响舟山新区海岛休闲圣地品牌，多样化发展海洋休闲业。 

3.3积极发展培育新兴服务业 

对于金融业，要积极培育引进金融服务机构，促进海洋特色金融服务发展，深化金融机构与港航企业的合作，促使金融企

业发展船舶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等海洋特色金融服务。 

对于信息技术服务业，要通过舟山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建设，鼓励培育信息技术企业的发展，促进信息技术服

务业的进一步壮大发展。 

对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应围绕船舶工业、临港重化工、海产品深加工等临港工业，推进科研服务机构加强高性能船舶

制造、水产品安全生产检测、髙标准石油化工工艺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的发展。 

对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应积极挖掘舟山海洋文化内涵，积极开发海洋文化创意产品，建设海洋体育和娱乐设施，扶持和

壮大重点文娱创意企业，发展一批设计标准、制作规范、规模经营、效益显著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 

对于商务服务业，通过合理布局游艇会所、高尔夫会所、会议中心等设施，形成海上特色休闲商务集聚区，可积极承办各

类会议和会展活动，争取成为有关商务会议、学术会议、国内外论坛等的常设会址。 

3.4保障措施 

实施人才战略，储备人力资源。现代服务业是以人为中心来开展经营活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必需高素质的人才，舟山新

区应将金融、保险、高级船员、船长、海事、国际旅游、创意设计等人员列入人才目录，营造良好的人才氛围，为舟山新区服

务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与储备。 

建设良好的管理机制。要明确服务业的归口管理部门，加强统一领导和政策指导，服务业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沟通、

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营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优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各类政策。搞好招商引资，扩大服务业开放；实行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现代服务业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交相辉映。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力推动下，21 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越发显现三个新的重要

特征：一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二是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三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三个新的重要特征都与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息息相关。舟山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极大，但也面临较多困难，未来需要脚踏实地，切实推进，将舟山新区建设成为港

航物流基地和海岛休闲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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