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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营商环境角度看无锡现代服务业发展 

陈景芹 

现代服务业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

济的发展阶段。现代服务业对营商环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依赖性，同时又是营商环境制度的载体。优质的营商环

境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场，能够承载要素流动，吸引现代服务业项目落地，凝聚企业创新创业。 

一、无锡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2018年，无锡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849.54亿元，同比增长 7.1%，占全市 GDP比重 51.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2977.4

亿元，同比增长 8.5%，高于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1.4个百分点，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50.9%，比 2017年提高 0.6个百分点。今年

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4509.22亿元，占 GDP 比重 51.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排名第二，比 2018年提高 1 个

名次；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736.56亿元，增长 1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21.43亿元，增长 8.7%，高于全省平均 2个

百分点，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二、无锡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压力大，发展动力不足 

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 GDP占比达历史最高水平，但能否再提升存在很大变数。从 2018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回

落，持续低于 GDP 增速，已到发展瓶颈期。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传统服务业增长空间有限。在今年前三季度中，占服务业增加

值比重 27%、5%的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仅同比增长 3.9%、4.5%，运行形势不容乐观。二是现代服务业支撑能力还不强。

在今年前三季度中，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3%、15%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分别同比增长 8%、8.8%，仅高出服务业

增加值增幅 1.4、2.2个百分点，这显然不足以支撑服务业增加值快速提升。 

（二）投资增速放缓，发展后劲逐渐弱化 

从相关数据来看，无锡服务业投资额及占比逐年攀升，但同时增速回落明显，“十三五”以来服务业投资增速年均仅有 1.5%，

远远低于“十二五”期间年均 15.1%的增速；自 2015年投资增速（1.4%）断崖式下降后，增速均在 5%以下，短时间难以恢复到

以前的水平。今年以来，由于各方原因，全市服务业投资一直处于负增长，1-9月份，同比下降 2.2%。 

（三）新增企业数较少，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新增企业数目看，无锡新增第三产业企业 2.97万家，与南京、苏州差距较大，分别低于南京 2.63万家、

苏州 2.07万家。而且大多数服务业企业“小”（经营规模小）、“少”（市场份额少、服务功能少、高素质人才少）、“弱”（竞

争力，融资能力弱）、“散”（货源不稳定且结构单一，缺乏网络或网络分散，经营秩序不规范）、“旧”（设施设备陈旧，机

械化水平低），相对缺乏功能齐全、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知名企业。因而，在规上企业方面，尽管无锡服务业增加值已居全省

第三，但规上企业数量仅排名全省第七，整体发展质量有待提高。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数约 1000家，南京约 3200

家，苏州约 2600家，差距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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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不强，“四新经济”有待培育 

无锡服务业结构高度化偏低，体现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现代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辐射带动力亟需提高。“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撑作用较为有限，与杭州等国内兄弟城市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差距较大。如 2018年全市规模

以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 158.96 亿元，同期杭州则达到 996 亿元，无锡仅为杭州的约 1/6；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333.98亿元，杭州已达 6132亿元；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为 100.12亿元，杭州则达 914

亿元。 

三、从营商环境角度发展无锡现代服务业的思考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无锡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发展的主动性，决定着现代服务业的活跃程度。日前，无锡市委、

市政府出台《无锡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共包含 17个方面 80项重点内容，强力营造一流的政务环境、政策环境、

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创造了机遇。从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其特性出发，笔者认为需

要通过加快对外开放，促进扩大投资；深化“放管服”改革，方便企业办事；促进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融资环

境，破解企业融资困境；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增强发展新动能等方面来推动现代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一）加快对外开放，促进扩大投资 

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新格局的战略举措。对此，无锡需要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

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以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为导向，以推进体制机制和政策创

新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服务业改革试点示范，加快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围绕完善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积极引进投入大、

水平高、特色鲜明、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重大项目，加快打造一批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有效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增强服务业

发展的持续动力。积极推进服务业“走出去”策略，特别是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提前布局，鼓励更多

有实力的服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服务支持。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方便企业办事 

进一步推动落实“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做好服务业发展的软环

境。围绕制约全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在财政扶持、融资支持、税费减负、人才引育以及用地、水电气价格等方面加

大力度，细化完善具体实施办法，提升政策体系的导向性、针对性、实效性。用好现代产业发展政策，突出扶持重点，引导资

源要素向现代服务业聚集。按照新营商环境改善“80条”的具体要求，依托无锡市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打通企业服务实名认证、

在线受理、电子证照共享、移动支付、快递送件各个环节。探索包容创新的审慎监管制度，建立跨界融合新行业和新业态的协

同监管机制，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 

（三）促进创新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营造激励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宽松环境，促进技术工艺、产业业态、商业模式创新应用，提升

服务业发展水平。通过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管理、产品、业态和发展模式进行全方位改

造提升。鼓励挖掘、保护、发展传统技艺，利用新技术开发现代工艺、更好弘扬传统工艺。聚焦潜在优势领域，在金融服务、

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创服务、商贸服务等重点产业，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大力促

进消费扩容升级，持续开展各类消费促进活动，推动社会力量进入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等领域，引导企业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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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融资环境，破解企业融资困境 

完善创业投融资体系，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阶段参股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天使投资群体和创业投资机构

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创新中小企业担保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无形

资产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租金收入质押贷款等担保形式，扩大担保规模、增强担保能力；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先

进技术，整合信用系统与金融信贷系统，完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做优小微 e 贴、小微 e 贷、股权融资等特色业务，助推

融资精准对接。 

（五）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增强发展新动能 

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全市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支持龙头企业、骨干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发挥其工艺技术特长，增强协作配套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寻求与之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发展，由有形产品提

供者向“产品+服务”提供者转变。支持平台企业凭借其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沿产业链向制造业拓展延伸，稳定平台

前端、中端、后端互补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联系，促进围绕平台的企业群落更好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 

本文系 2019年度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编号 WXSK19-A-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无锡市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