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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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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其发展程度是衡量经济、
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重点分析了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础薄弱、
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不高、外商投资比重较低等问题，并提出促进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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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起，全球产业结构在总

体上呈现出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

势。而现代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成为 国 家 和 地 区 经 济 持 续 发 展 的 主 要 增 长

点，其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

重 要 标 志。河 北 省２００８年 的 城 市 化 率 已 达 到

４１．８９％（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２００９）》），正
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现代产业的发展重

点已经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因此，找出制约河北

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转变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模式，才能加快促进河北省经济产业迈上

新台阶。

　　一、现代服务业概述

现代服务业属于服务业范畴，是服务 业 的 重

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改变了以往的服务业生产和

经营方式，而且带动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成
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现

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服务

业而言的［１］。
在《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

提出的现代服务业是指：“运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手

段，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成

长性的服务业领域，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传

统服务业的现代化。”在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和对

服务业的分类中，还没有“现代服务业”以及与之

相对应的具体分类条目。因此本研究将现代服务

业的内涵归纳为：现代服务业是包含了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物流速递业、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教育培训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技开发服务业等的服务业，
它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对的，作为生产的中间环节，
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特

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

局性影响”。可见，现代服务业有以下几个显著的

特点［２］：一是有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与推动；二是

现代服务业技术和知识密集度比较高，产品中知

识含量高；三是高附加值、高增长、高盈利；四是现

代服务业所服务的对象在不断变化，随着产业的

发展，为产业服务的服务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它所

要求知识技术的密集程度更高，且其比重有逐步

加大的趋势。

　　二、河北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河北服务业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前，服务业被认为是不创 造 价 值

的非生产部门，因而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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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服务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服务业在整个地区经济中所

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１．河北省服务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从相对比重来说，改 革 开 放 前 的１９７８年，第

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 占２１．０２％，２００４年 第

三产 业 在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中 的 比 重 上 升 到 了

３３．５３％，而第 一 产 业 和 第 二 产 业 的 比 重 有 所 下

降。到２００８年，河北省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为３３．２１％，这说明，河北省的产业结构

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绝对数量来看，１９７８年河

北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只有３８．４８亿元，远低于同

期其它产业的产值。到２００４年，第三产业的产值

已达到２　８４２．３３亿元，超过了第一产业１　５０８．７６
亿元，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逐年 扩 大。２００８
年，第三产业产值５　３７６．５９亿元，超过 第 一 产 业

３　３４１．９９亿元。
从河北省 服 务 业 在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来

看，与国内其它省份和地区相比，比重较低。表１
是我国部分省、市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的比较。

表１　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０８年）

地　　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第三产业产值／亿元 第三产业比重／％

河　　北 １６　１８８．６１　 ５　３７６．５９　 ３３．２

北　　京 １０　４８８．０３　 ７　６８２．０７　 ７３．２

上　　海 １３　６９８．１５　 ７　３５０．４３　 ５３．７

广　　东 ３５　６９６．４６　 １５　３２３．５９　 ４２．９

江　　苏 ３０　３１２．６１　 １１　５４８．８０　 ３８．１

山　　东 ３１　０７２．０６　 １０　３６７．２３　 ３３．４

新　　疆 ４　２０３．４１　 １　４２５．５７　 ３３．９

四　　川 １２　５０６．２５　 ４　３５０．００　 ３４．８

云　　南 ５　７００．１０　 ２　２２８．０７　 ３９．１

黑 龙 江 ８　３１０．００　 ２　８５５．００　 ３４．４

江　西 ６　４８０．３３　 ２　００５．０７　 ３０．９

注：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 不 变 价 格 计 算。表 中 前５个 省 市 为 发 达 地 区，后５个 省 市 为 欠 发 达 地 区。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Ｍ］．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河北省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

从就业人数的比重来看，第三产业呈 明 显 的

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则明显下降，第二产业上升幅

度较小，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１９７８
年的７６．８８％、１３．８８％、９．２４％变化为２００８年的

３９．７６％、３１．４１％和３０．６％。河北省人口数量较

多，每年多会有大批新成长的劳动力出现。此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我省每年都会

有大量从第一、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需要

重新安置，这为河北省经济的顺利发展提出了严

峻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服务业行业多、门类广、劳
动密集、资金和技能要求较低，能够吸收大量不同

层次的各类人员。因此，加快发展服务业成为缓

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

（二）河北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

１．河北省服务业行业结构呈现多样性特征

批发和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了６　０１１．４

亿 元，而 其 它 第 三 产 业 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总 和 为

１　０５４．５４亿元，这说明从河北省服务业的 技 术 和

知识含量来看，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企业仍占据主

导地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企业所占比重很低。
这种行业结构水平对其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业和提

升产业结构不利，但却适宜吸收劳动力就业。
从劳动力就业增长方面来看，第三产 业 内 部

劳动力增长最快的部门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

饮业、社会服务等传统行业，而科学教育、文化卫

生等 部 门 的 劳 动 力 就 业 增 长 缓 慢，如 表２所 示。
教育和科技两个部门就业增长缓慢说明河北省科

教事业的落后，同时也意味着河北省科教事业未

来的发展潜力。

２．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平衡

从图１可以看出，河北省现代服务业 地 区 发

展是不平衡的，一些中心城市如石家庄、保定、廊

坊等地出现了明显的服务业集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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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表（２００８年）

指标名称 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元

主营业务

收入／元

营业利润

／元

全部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人

总　　　计 ２１　７７６　 １８９　７４３　６３８　 １８７　０４４　０７２　 ３３　３８２　７８８　 ７４７　２７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　２９６　 ８２　３８１　４２９　 ８１　０３８　４３５　 １３　９９７　３７８　 ３００　８０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　８９２　 ３９　１１５　０８１　 ３８　６５４　３９８　 ９　８１０　８７６　 ７６　９３４

金融业 ２４７　 ５９０　３０８　 ５５１　６４６　 １２７　７６６　 ２　７５６

房地产业 ２　９５９　 １６　２３１　０６３　 １６　０７２　２０４　 ２１０　２０９　 １０３　１６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　３１１　 ２１　９８５　７２５　 ２１　４９０　７３５　 ２　９１３　９１８　 １５０　５７５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２　２９６　 ３５　２４８　３１０　 ３５　０５０　７７５　 ５　４８８　２１７　 １１１　３９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６１０　 １　８６０　３１２　 １　８３２　３３０　 １９９　５４６　 １９　１７９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　４６３　 ４　１４７　１６８　 ４　１１１　７７０　 ７８９　７３１　 ３５　５１６

教育 ６１６　 ６３７　１８５　 ６２１　７１７　 ６６　４９７　 １１　０７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４５８　 １　５５５　１７６　 １　４９４　９１５ －２６　０１２　 １８　４４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８７　 ２　２２２　９４４　 ２　１９７　３５１　 １４　８７１　 ２０　５９７

注：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河北省统计局服务业处提供。

图１　分地区现代服务业情况表（２００８年）

　　三、河北现代服务业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存在的 问 题 主

要出现在以下方面［３］：

（一）服 务 业 基 础 比 较 薄 弱，发 展 相 对

滞后，外商投资比重低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在６０％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

达到４８％，我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

渡的阶段，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这个阶

段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河北省服务业的比重远低于这个数字，２００８年

只有３３．２１％，和其它省份相比也属于中等水平。
不仅远未达到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４５％以上），

而且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３７％的平均水平，更落

后于西方国家６０％～８０％的水平。由此可见，河

北省服务业的ＧＤＰ比重较低，发展相对滞后。

河北省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相

差 甚 远，１９９８ 年 美 国 服 务 业 的 就 业 比 重 为

７３．５％、日本为６２．７％，而河北省２００８年的服务

业从业人员１　０７４．２３万人，占就业总量的比重仅

为２８．８３％。即 使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相 比，也 有 很 大

差距，１９９８年墨西哥服务业的 就 业 比 重 为５５％、

韩国为６０％，印度为５７％，均比河北省高出近３０
个百分点。根据《河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主要数

据公报》，河北省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资产总 额 为３　９７７．４５亿 元，占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的

７．８９％，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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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构 不 尽 合 理，服 务 业 的 行 业 和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较为明显

从服务业的内部行业结构看，传统服 务 业 如

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餐饮等占据了主导地

位，所占比重仍在４５％以上；信息、咨询、保险、证

券、金融、房地产、通讯和社会服务业等与市场经

济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较低；会计、
法律等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专业服务

在河北省才刚刚起步。因此，总体上仍属于以传

统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从地区分布来看，河北

省服务业地区发展不平衡，如图１所示。石家庄、
保定、廊坊、唐山等地区现代服务业明显比其它地

区发展快。服务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不能满足河

北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将

成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阻碍。

（三）服 务 业 整 体 水 平 不 高，社 会 化 和

市场化程度低

河北省服务业除批发零售、餐饮、交通运输和

部分社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外，
众多服务 业 领 域 的 社 会 化 和 市 场 化 程 度 都 比 较

低，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

准入的障碍比较严重，特别是一些发展潜力较大

的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等，一直由国家

垄断经营，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社会化

和市场化 程 度 的 低 下 导 致 竞 争 格 局 尚 未 完 全 形

成，服务业企业竞争能力较弱，直接影响了服务品

质和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河北省服务业的增长主要 依 靠 劳

动的投入，科技和知识含量较低，导致服务产出的

增加值偏低。此外，河北省服务业的经营方式以

粗放型为主，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难以适应市场

变化，整体水平低下。改革开放后，河北省生活性

服务业发展较快，如餐饮服务、旅游、商业零售、交
通运输等，但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发展则相对滞后，
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保险、通讯、咨询等发展较为

迟缓，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严重影响了

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进程。河北省服务业发展

的这种结 构 性 问 题 不 仅 不 利 于 服 务 业 素 质 的 提

高，还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四）竞争意识不强，管理人才缺乏

河北省现代服务业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

了长足发 展，但 总 体 实 力 还 很 弱。在 加 入 ＷＴＯ
以前，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受到政府和地方以及本

行业的保护，明显缺乏竞争意识，经营效率低下，
资源 浪 费 严 重，管 理 手 段 落 后，服 务 质 量 有 待 提

高。加入 ＷＴＯ后，河 北 省 的 服 务 市 场 将 逐 步 开

放，这必将引起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体现在以下

两方面。首先，河北省服务业将面临国外大型跨

国公司的竞争压力。河北省服务企业与国外大型

跨国公司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经营效率和营销

手段上都存在很大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

争需要，如法国家乐福已进入石家庄市场。其次，
河北省服务业非常缺乏合适的服务管理人才，观

念上的轻视和薪酬制度的缺陷是造成这一现象的

主要原因。与此对照，国外跨国公司吸引服务管

理人才的力度却越来越大，这会导致河北省服务

业的人才缺乏状况更为严重。例如，信息服务和

通信服务业中的人才流失情况就非常严重。

（五）知识和技术密集度低

河北省服 务 业 发 展 滞 后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表 现

是，服 务 业 的 知 识 和 技 术 密 集 度 低，运 作 手 段 落

后。河北省大多数服务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运作手段传统、单一，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运作过程效率低下，因而

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以服务业投资中的信

息和通讯技术设备投资的比重来衡量服务业的知

识和技术密集度，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间美国和加拿大

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设备投资占服务业总投资的比

重从１３％上升到１５％左 右，而 河 北 省２００８年 信

息 传 输、计 算 机 服 务 和 软 件 业 的 投 资 总 额 仅 为

９５９　５９０元，占全省投资总额的１．０８％。

（六）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衔接不紧密

发达国家 制 造 业 与 服 务 业 间 的 联 系 日 益 紧

密，制造业部门已将服务作为重要的投入和产出

要素，制造商更多地运用优质服务作为竞争手段，
服务已成为制造业的延伸，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

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脱离会影响我省经济

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两

者间的关联，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河北省已经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

时期，必须充分认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

意义和迫切性，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投入，促

进河北省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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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建议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现代服务 业 在 河

北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

升级的一般规律。现代服务业，是吸纳过剩劳动

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激烈的国际

服务竞争的必然选择。根据《河北省现代服务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按照全省区域经济发展要

求，加快优质服务资源向省会、沿海和环京津地区

集聚，努力构筑‘一极突破’、‘两带提升’、‘多点支

撑’的空间发展格局”要求，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充分认识 发 展 现 代 服 务 业 的 重 要 性 和 紧 迫

性，用好国家关于现代服务业的优惠政策，并制定

大力扶持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针对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均衡 局 面，结

合河北和北京、天津的地缘关系，根据现代服务业

特点，在产业定位时要注意差别定位，加快优质服

务资源向省会、沿海和环京津地区聚集，努力构筑

“一极突破”、“两带提升”、“多点支撑”的空间发展

格局，发挥现代服务业对产业的支撑和提升作用。
在行业结构方面，要不断调整各类服 务 业 的

比例，提高服务业的层次。首先，应该适当鼓励传

统服务业的发展，使其充分发挥吸纳劳动力就业

的职能。其次，各地政府应采取各种导向性政策

推动现代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如

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等。对这些服务部门进行整

体规划，并在政策上适当倾斜，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地区结构方面，要根据各地的经济 发 展 水

平、劳动力素质、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形成适合

当地情况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政府可从政

策上进行引导，推动区域性专业性服务中心的形

成，如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旅游中心，并建立相应

的配套服务网络。
在城乡结构方面，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用城

市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城市化水平低，会阻碍服

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服务业就业比重和产值

比重较低。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和

开发人力资源。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

升需要以科技能力和人力资源为基础。政府不仅

应向基础科研领域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还应注

重软科学的研究，注重科技成果向市场的转化，以
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大力开展专业性技术培训，
提高人才待遇，留住人才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

环境。
应建立健全现代服务业的投资机制，多 渠 道

筹措资金，确保现代服务业的顺利发展。完善市

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服务业投资机制，还要适当推

进民间对服务业的投资，扩大吸引外资规模，降低

服务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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