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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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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萍乡市委党校，江西 萍乡 337000）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进步的重要方式,全国各省市都在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萍乡市也在转型发展中寻求突破口,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

发挥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找到快速高效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路径成为城市转型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

结合萍乡实际,力图找到萍乡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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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传统服务业也需要根据人民的需求，通过技术改造、创新发展等多种途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日益重要。现代服

务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发

展现代服务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进步的重要方式，全国各省市都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如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

养老服务和全域旅游等，不断改善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全面

推进服务业发展升级。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江西省政府也在金融、电子商务、旅游等多方面出台政

策文件，提供优惠政策，支持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萍乡以煤兴市，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和人们对生产生活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再走过度依靠钢铁煤矿的老路已经行不通，这就迫切需要开辟一条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少的新渠道。萍乡市也在转型发展中

寻求突破口，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参与去产能。近年来，萍乡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0 年的 16381 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35763 元，对于餐饮、娱乐、金融等行业也出现了更大的需求，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萍乡在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过程中，会出现岗位减少的现象，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发展餐饮、娱乐、旅游等服务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更多劳动力，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2 萍乡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目前，萍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形势是向好的。2018年萍乡市第一产业增加值 59.36亿元，增长 3.6%；第二产业增加值

469.27 亿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480.42 亿元，增长 10.4%,第三产业增长迅速。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2%、52.0%、45.8%。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5.9:46.5∶47.6，第三产业占比较上年提高 3.3 个百分点，所占比重首次超过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上年增长 13.2%，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快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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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不断被重视和发展，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

贡献，结构占比不断提升，提效增速明显。 

萍乡市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内在优势，第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推出多项优惠政策。面对资源枯竭、产能过剩、环

境污染等问题，萍乡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实施城市转型，打造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手段的消费城市发展战略。萍乡印发了《萍乡

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着重培养的产业为旅游、社会服务、金融、房地产、文化创意、商贸物流六大产业，规划期限为 2012-2020

年，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第二，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旅游市场前景广阔。2018 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4956.7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1.0%；国

内旅游收入 429.03亿元，增长 28.7%。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8.90万人次，增长 7.1%；旅游外汇收入 2796.56万美元，增长 4.0%。

萍乡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人文资源，绿色资源，如被誉为“云中草甸、户外天堂”的国家 4A级风景名胜区武功山

风景名胜区、明月湖景区、孽龙洞和杨岐山景区等。红色资源，如安源路矿工人纪念馆、总平巷、红领巾纪念馆和莲花一支枪

纪念馆等。古色文化，如傩文化和杨岐普通寺等。同时，萍乡市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外在动力，萍乡市作为江西省的西大门，

需要主动对接长株潭城市圈，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三，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快递物流不断完善。2017 年双 11，萍乡单日电商交易额突破两亿元大关，达到 2.85 亿元，同

比增长 58.92%。2017年，全市电子商务销售额完成 530.9亿元，同比增长 30.4%。2018年，全市年销售额超千万元以上的电商

企业有 217 家。萍乡通过招商引资和自主培育的方式，建立了具有规模效应的电商基地，如商派电子商务创业园、开发区电商

大厦、先锋电商园和莲花县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等，引进的企业涵盖电商平台、返乡创业、电商培训等多种类型。萍乡目前

共有 24 个快递品牌，130个快递营业网点，2018 年全市快递投递量 3004.13 万件，比上年增长 46.38%。同时打造“快递+农产

品”项目，发挥电子商务的力量，助力精准扶贫，建成“县级电商运营中心+乡镇电商服务中心+村邮乐购站”服务体系，深度

挖掘推广萍乡农产品。 

虽然萍乡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了一些问题。（1）现代服务业结构有待改善，发展质量不

高。随着技术发展而产生，新技术新知识含量高的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如文化创意、智慧医疗、科技服务等行业发展缓慢，

集群效益不明显。（2）商业综合体数量少，对经济带动效应不明显。目前大型商业综合体有润达国际、梦想天街，在建的有天

虹广场，由于地理位置、营销策略、品牌引进等原因，梦想天街商业综合体客流量较少，对娱乐、购物等消费促进作用不明显。

（3）农村现代服务业起步晚，发展慢，配套设施不完善。萍乡农村人口 61.2 万，占总人口 31.79%，近几年国家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乡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农村生态旅游蓬勃发展，但是农村地区公路、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水平较低，难以满足

消费者需求，市场竞争力弱，难以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 

3 提升萍乡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策 

3.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现代服务水平 

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最大的区别就是依托信息技术，科技含量较传统服务业高，信息化高、知识量多，这就对配套设

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在规划布局、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面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如道路修建、网

络优化、信息平台建设等，营造良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 

3.2加大政策扶持，吸引优秀人才 

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科学规划、统筹布局，完善监管制度和运行协调机制，不断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要进

一步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推进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萍乡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这也就对于信息技术、智慧医疗、商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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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现代旅游、现代金融、文化教育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人才的培育，加强现代服务业人

才队伍建设，满足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提供优惠政策，能够引进和留住人才，为萍乡的现代服务业提

供智力支持，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循环。 

3.3突出发展重点，打造旅游品牌 

萍乡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对经济带动作用明显，也是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中可以重点发展扶持旅游业。萍

乡应该充分挖掘自身特色，树立旅游品牌，打造一日游和几日游的精品路线，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提升游客满意度，树立具

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品牌。同时要加强道路、餐饮、住宿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做好旅游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

明确奖惩措施，加强旅游各环节的监管，提升游客满意度，充分发挥旅游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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