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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青海服务业的思路及对策

苏海红

　　【摘要】　加快发展服务业事关青海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加就业的大局。本文首先将服务业与经济

发展的关联性作了简要的理论铺垫 ,然后客观分析了青海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并针对性地提出

了今后青海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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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 ,服

务业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对其它产业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目前青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发展服务业事关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增加就业的大局。 因此 ,

充分认识青海服务业发展状况及问题 ,探讨服务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显得极为必要。

一、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

服务业在我国一般指除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它行业 ,即第三产业的统称 ,是联结农业、工

业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产业 ,包括了流通领域、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领域、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

民素质服务的领域和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领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服务业的地位、作用不断提

高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更多表现在向服务业的转移 ,工业生产将融入越来

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因素而实现生产的“软化” ,服务业发展将融入更多工业化生产方式而走向

产业化 ,促使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

服务业发展大体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服务业为主 ,饮食业、旅馆、修理、理发、医疗卫生等

传统行业在服务业总体结构中占主导。第二阶段服务业规模扩大 ,大中型服务企业和一些相对新兴的

服务行业如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休闲开始做强做大 ,中介、法律、咨询、金融、保险等开始起步。第三

阶段服务业规模迅速扩张 ,结构变换快且持续时间长 ,大中型服务企业逐步成为主要力量。 第四阶段

旅游、咨询、信息等新兴服务业逐步占据重要地位 ,服务业有了综合性、实质性的发展 ,成为吸引资金

的产业。

从改革开放至 2003年的 25年间 ,中国经济平均以 9. 4%的速度增长 ,为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迈进 ,服务业有可能步入快速增长时期。一

是国内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 ,使国内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受供给数量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质

量、结构的双重约束 ,而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 ,大量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 ,产生

众多的生产性服务和商务服务需求 ,同时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速 ,使现代生活性服务产品得以

大规模消费 ,这些因素都能导致服务需求弹性的大幅上升。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 ,不仅对工业和服务

业产生深远影响 ,而且人口城市化给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大发展的契机。三是今后以政府力量来支持某

一产业发展的余地将缩小 ,而我国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的行业主要在服务业 ,因此 ,新一轮体制改革

的重点在服务业。

67

DOI : 10. 14154 /j . cnki . qss . 2005. 03. 017



二、“九五”以来青海服务业发展概况

(一 )发展现状及特点分析

1、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显著增强。 1995- 2003年 ,青海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由 61. 0亿元增

加到 159. 8亿元 ,年均增长 10. 2%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由 36. 9%提高到 41. 0% ;全省第一、二、

三产业的比例关系由 23. 5∶ 39. 6∶ 36. 9调整为 11. 8∶ 47. 2∶ 41. 0,逐步趋向合理。2003年 ,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35. 8%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服务业增加值率围绕 57%起伏波动 ,效益

稳定。
　　　表 1 1995— 2003年青海省服务业发展总量表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 61. 0 72. 6 82. 6 90. 1 100. 0 111. 1 126. 0 142. 2 159. 8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 ) 36. 9 39. 5 40. 9 40. 9 41. 9 42. 1 41. 9 41. 7 41. 0

服务业总产出 (亿元 ) 112. 3 133. 2 141. 1 152. 9 167. 5 191. 0 221. 5 249. 1 281. 2

服务业增加值率 (% ) 54. 3 54. 5 58. 5 58. 9 59. 7 58. 2 56. 9 57. 1 56. 8

注: ①本表按当年价计算。

②服务业增加值率是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总产出的比率 ,反映了服务业的效益水平 ,增加值率越

高 ,说明该产业的收益越大 ,单位投入创造的增加值越多。

2、传统行业不断壮大 ,新兴行业迅速崛起。 在商业、居民服务、运输、邮电等传统行业持续发展的

同时 ,青海旅游、信息服务、咨询、广告、技术服务、房地产等新兴行业迅速崛起 ,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

日趋上升 ,呈现出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共同拉动服务业发展的态势。
表 2 1995- 2003年青海服务业内部结构表 单位: %

1995 1998 2000 2001 2002 2003

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 61. 0 90. 1 111. 1 126. 0 142. 2 158. 9

较上年增长 (% ) 11. 4 9. 0 11. 3 10. 6 10. 4 9. 7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比　重 14. 7 15. 2 17. 3 18. 3 19. 4 20. 3

贡献率 15. 2 20. 4 26. 9 26. 3 27. 3 30. 2

拉动力 1. 7 1. 8 3. 0 2. 8 2. 8 2. 8

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

比　重 24. 2 20. 9 19. 2 18. 3 17. 8 17. 8

贡献率 17. 1 14. 3 16. 1 11. 3 14. 2 17. 4

拉动力 1. 9 1. 3 1. 8 1. 2 1. 5 1. 7

金融保险业

比　重 23. 6 20. 6 14. 6 12. 1 11. 1 10. 6

贡献率 28. 8 2. 7 0. 0 0. 0 3. 3 6. 0

拉动力 3. 3 0. 2 0. 0 0. 0 0. 3 0. 6

房地产业

比　重 2. 2 3. 3 3. 7 3. 4 3. 8 3. 7

贡献率 2. 7 6. 5 4. 5 1. 9 6. 4 3. 2

拉动力 0. 3 0. 6 0. 5 0. 2 0. 7 0. 3

社会服务业

比　重 2. 8 3. 5 5. 6 6. 2 6. 4 6. 3

贡献率 2. 9 8. 4 23. 7 10. 3 7. 9 5. 9

拉动力 0. 3 0. 8 2. 7 1. 1 0. 8 0. 6

注: 本表按可比价计算。

3、服务业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九五”以来 ,青海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多方筹集资金 ,加大对交

通、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住宅等方面的投入 ,使服务业中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加强 ,带动了服务业快速发展 ,增强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后劲。

4、服务业仍然是社会就业的主渠道。 服务业大量吸纳城市新增劳动力 ,转移部分第一、二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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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力 ,对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3年青海服务业从业人员 64. 9万人 ,比 1995年增加

15. 2万人 ,占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 22%。2003年仅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

业从业人员达到 37万人 ,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 57% ,社会服务业和其它行业的吸纳力持续上扬 ,年递

增率分别达到 11%和 17%。2003年个体私营经济中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 30. 2万人 ,比 1995年均递增

20%。

5、服务业领域加快了改革步伐。青海商业、物资、外贸、供销等体制改革有了一定进展 ;运输、邮电

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保险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逐

步完善 ;服务业企业加快转变运行机制 ,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服务业总量小 ,水平低。青海服务业虽然有了一定发展 ,但仍处于“爬坡”的起步阶段 ,总体水平

低且发展不稳定。2003年 ,西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总量占全国的 22. 3% ,平均达到 722. 4亿元 ,而青海

服务业增加值总量仅占西部的 1. 8% ,是西部平均值的 22% 。同时 , 2003年青海服务业 GDP增长的贡

献率与 1995年相比反而下降了 11. 5个百分点 ,新兴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力不到 1个百分点。青海在

推进新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 ,工业仍处于卖资源或初加工品 ,落后的状况使产业分工中的生产

性服务业没有发展起来。
表 3 1995- 2003年青海三次产业对新增 GDP的贡献率 单位: %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26. 1 3. 7 6. 4 5. 2 - 6. 0 - 8. 0 11. 4 5. 2 4. 3

第二产业 26. 6 32. 7 39. 4 53. 2 51. 9 64. 0 48. 7 54. 4 61. 7

服务业 47. 3 63. 6 54. 2 41. 6 54. 1 44. 0 39. 9 40. 4 35. 8

2、市场化进程缓慢。一是银行、保险、电信、铁路、教育卫生等行业仍有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二

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占 60%左右 ,除餐饮、房地产、住宿、租赁、娱乐 5个行业外 ,其它行

业国有投资占到 50%以上 ,有的行业高达 90%。三是国有企业在多数服务行业中占主导。四是市场决

定价格的机制在一些服务领域尚未建立 ,社会化进程缓慢。

3、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和地区发展不协调。 2003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 33. 2% ,增长

7. 3% ,而青海服务业增长速度为 9. 7%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 0%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 4) ,但

总量和发展层次却很低。首要因素是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增加值比重高达 18. 4% ,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出 10个百分点 ,与其它西部地区 (西藏除外 )相比 ,也高出 8个百分点 ,在青海牧区服务

业 增加值中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甚至占到了 33% 。其次是传统服务业的潜力没有充分挖

掘 ,民族文化、旅游等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新兴服务行业又处于起步阶段 ,服务业内部结构呈现不协调

的发展局面。第三是地区间服务业发展不平衡 ,东部农业区和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层次相对较

高 ,西宁市、海东地区和海西州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省服务业的 70%多 ,牧业区和县城明显相对落后 ;

部分农村牧区和贫困地区服务业处于初始阶段 , 2003年农林牧渔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2. 38亿元 ,仅占

服务业增加值的 1. 5%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表 4 2003年青海服务业与全国、东西部的比较

服务业总量 (亿元 ) 服务业占 GDP比重 (% ) 服务业对 GDP的贡献率 (% ) 服务业增长率 (% )

全国 38885. 7 33. 2 26. 2 7. 3

东部 18803. 5 41. 4 32. 8 10. 7

西部 8668. 2 37. 8 31. 6 9. 4

青海 159. 8 41. 0 35. 8 9. 7

　　注: 东部地区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五省市为代表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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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拓展不够。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应显示出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 ,应

为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开辟更广阔的领域。青海服务业由于潜力和空间的拓展度不够 ,影响

了其吸纳劳动力的持续性。下图是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的变动过程 ,代表传统服务业的批零贸易及餐

饮业主要呈上升态势 ;代表新兴服务业的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吸纳劳动力不仅量少 ,且还没有呈现

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注:①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个部门:交运仓及邮电通信业、批零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 其

中前两个部门代表传统的服务业部门 ,后两个部门代表新兴的服务业部门。

②由于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数据太小 ,为了使图表更清楚 ,在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数据上分别添

加了 2. 0和 1. 0。

5、经济效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从青海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看 ,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上扬 ,自 1996年开始低于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说明服务业吸纳劳

动力的增长速度与其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步 ,虽然在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贡献高于第二产业 ,

但在经济发展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效益。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 ,传统服务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远落后于新兴部门 ,传统服务部门由于效益欠佳 ,长期处于高就业、低效率状态 ,而新兴部门就业人数

增长缓慢 ,对社会劳动力就业贡献不足。

表 5 1995- 2003年青海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单位: %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0. 49 0. 44 0. 42 0. 39 0. 36 0. 29 0. 29 0. 27 0. 25

第二产业 0. 68 2. 77 3. 02 3. 18 3. 29 3. 80 3. 98 3. 44 3. 46

服 务 业 1. 37 1. 47 1. 41 1. 38 1. 35 1. 48 1. 85 1. 51 1. 58

注: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等于该产业产值占 GDP的比重除以该产业的劳动力占

总劳动力的比重 ,综合反映了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效益。

表 6 1995- 2003年青海服务业内部比较劳动生产率 单位: %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交运仓及邮电通信业 1. 07 1. 12 1. 21 1. 31 1. 43 1. 63 1. 33 1. 50 1. 50

批零贸易及餐饮业 0. 56 0. 47 0. 47 0. 45 0. 43 0. 42 0. 63 0. 55 0. 49

金融保险业 10. 26 10. 13 10. 09 9. 36 9. 00 6. 95 4. 84 5. 55 5. 30

房地产业 11. 00 14. 00 30. 00 11. 00 12. 00 12. 33 17. 00 19. 00 18. 50

　　 6、城市化进程缓慢 ,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大多数服务产品的生产

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同一性 ,即服务产品一般在同一地区生产和消费 ;二是人口必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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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规模 ,服务企业才能盈利 ,服务业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这也是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根本

原因。从县域这个城镇基本经济单元发展看 ,青海处于全国最弱势 (见表 7)。由于青海城市化进程缓

慢 ,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高 ,很难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表 7 2003年青海县域平均规模及竞争力状况

县域人口规模 (万人 ) 县域 GDP规模 (亿元 ) 地方财政规模 (亿元 ) 竞争力数

全　　国 45. 57 26. 2 1. 02 1115

东部地区 63. 30 63. 34 3. 57 1751

西部地区 32. 46 11. 88 0. 53 681

青　　海 10. 32 4. 3 0. 18 350

资料来源: 中国县域经济网。

7、城乡居民收入低 ,消费水平有限。消费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3年 ,青海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为 6745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1794元 ,分别是东部地区的 53. 1%和 34. 6% ,并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青海消费价格指数为 2. 0% ,高于全国 1. 2%的平均水平 ,比东部地区的 0. 8%高出 1. 2个百分

点 ,说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 ,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青海城乡居民生活费支出的影响较大。

三、加快青海服务业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一 )基本思路

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支撑 ,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优化内部结构 ,增强吸纳就业的能

力 ,不断提升产业素质和竞争力 ;加快发展以资源优势产业为服务对象的现代服务业 ,改造提高传统

服务业 ;进一步扩大开放 ,实现服务业的规模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 ,使青海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跨上一个新台阶。本着吸纳更多劳动力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思想 ,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具有全局性、

先导性影响的基础服务产业 ,如交通运输及物流、教育、信息等。突出发展为资源优势服务的行业 ,如

旅游、地质勘探、科学咨询及其它一些以资源型生产为服务对象的行业 ,并使之成为青海服务业的支

柱产业。积极发展为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新兴服务业 ,如房地产业及住宅、社区服务业等。 进一步发

展壮大不断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传统服务业 ,如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行业发展。大力发展农村

牧区服务业 ,增加服务内容 ,改善农村牧区的消费环境。

(二 )加快发展青海服务业的对策

1、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 ,大量中间

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 ,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加 ,各种商务服务如法律、会计和审计、广告、市场调

查、咨询、产品设计等也会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同时 ,消费结构升级后 ,电子及通讯设备、轿车、住宅等

需求量持续增加 ,对应的服务质量和品种也将明显增加。 因此 ,要提高服务业是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

认识 ,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 ,加快服务业发展。

2、推进和完善服务业改革。一要合理划分服务业中的竞争性和公益性行业 ,实行不同的运行模式

和管理方式。二要对短期内放开有难度的行业 ,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引入市场机制。三

要推进服务业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参股、控股、收购、租赁等形式的参与。四

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高原旅游、社区服务、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五要把发展服务业与

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相结合 ,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

3、加强服务业的法制建设 ,规范行为。 服务业中相当一部分服务水平和质量事先无法确定 ,只有

在服务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 ,若没有一定的行为规范 ,消费者对服务质量心存疑虑 ,潜在需求就不能

转化为现实。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消费信贷、房地产、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 ,实现在行

业标准、业务范围、价格管理、奖励惩罚、资产评估、监督检查、纠纷仲裁等方面都能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加大依法行政力度 ,通过政府的诚信加快服务业的规范和诚信建设 ,为服务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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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发展环境。

4、增强服务业在劳动就业中的贡献。 一要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 ,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

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加快高原文化及生态旅游、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服务

业的“升级换代”步伐。二要依托青海特有的有形及无形资源 ,抓住每年举办的“郁金香节”、“青海结构
调整暨投资贸易洽谈会”、“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活动 ,发展特色旅游业 ,充分挖掘民族文

化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三要鼓励人口向城市或县城集中 ,带动道路、供水、供气、供热等城市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等相关配套服务业的发展。四要为资源开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

生产要素或生产服务。

5、优化布局 ,加快城市化进程。 发展各具特色的服务业 ,形成区域性、层次鲜明的服务业新格局。

西宁、格尔木、德令哈三市要根据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特点 ,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

集型的服务业 ,健全城市服务功能 ;海东地区应发挥城乡、农牧区的纽带作用 ,围绕城市服务功能的延

伸和农业服务 ,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牧业区应围绕自然景观、人文、民族、历史遗产为特色的高原生态

旅游业 ,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商业、交通运输等目前比较薄弱的基础和传统的服务行业。

6、加大扶持力度 ,增强服务业发展后劲。坚持以政府投入为导向、社会投入为主体、金融信贷为支

撑的原则 ,支持鼓励国家、集体、个体、外商等各方面以资金、房产、设备、技术、信息、劳务等形式投入

服务业领域。 建立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重点用在生产服务业新兴领域、面向“三农”的新型服务

业态、非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化、社会化养老服务以及其它确有必要支持的领域 ,对影响大、投资少、见

效快、收益好、就业多的服务业项目要制定优惠政策予以支持。

7、促进服务业对外开放 ,提升竞争力。 一要充分利用青海的资源、环境、文化等优势 ,积极争取国

内外客商以各种方式在服务业领域来青海投资。二要拓宽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 ,加快引进现代服务项

目、经济管理模式和国内外先进服务标准。 三要利用先进理念、高新技术与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

改组改造 ,发展新型的服务业态和服务方式。四要促进教育培训、文化体育、金融保险、信息服务、商务
服务等需求潜力的上升。五要鼓励企业和个人“走出去”开展贸易加工、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 ,尽可

能地占有服务市场份额。

8、加大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西宁等经济发展快的地区 ,要提高

服务业层次和效益 ,重点发展为特色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服务的行业 ,为城市居民郊游、度假和国

内外游客观光、旅游服务的行业 ,建设相关的商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等 ,形成郊区服务业的合理

梯度布局 ,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牧区服务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农牧业科技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健全农产

品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体系 ,发展各类协会、合作社、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 ,建立现代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产品信息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 ,改善农资、农

机、气象、供销等服务 ,加强水利、植保、畜牧兽医等专业化服务。

9、鼓励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一是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拓宽消费领域 ,鼓励城镇居民扩大住房、旅

游等各种服务消费。二是通信、教育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 ,刺激网络经济、信息消费、教育消费等方

面的升温。三是积极整合物流资源 ,提升传统运输和仓储业 ,满足城镇居民多种消费需求 ,确保消费增

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扶持鼓励新型商业业态的发展 ,提高连锁、配送等企业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四

是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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