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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王耀中  帅先富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

标志。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

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时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

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

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较为完备的

服务业体系，提供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丰富产品，并成为吸纳城乡新增就业的主要

渠道，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

世界经济发展一个新的趋势。近些年，不少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都逐渐显露出一个重要

动向，即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全球制造业领域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前端的研

发和后端的营销等服务环节。 
  目前，我国加快服务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有利条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更多的制造业

产品向结构复杂、多个企业甚至多国制造的领域延伸，生产性服务需求会不断增加；近年来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正不断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消费类电子及

通讯设备、轿车等需求热点稳步形成，服务含量明显增加，有力地拉动着服务业拓展领域、提升

水平；城镇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也将对服务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十二五”时期，努力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就要进一步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

务业上下功夫，努力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深化专业化分工，加快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建立社

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优先整合和利用现有物流资

源，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衔接，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要推动农产品、大宗矿产品、

重要工业品等重点领域物流发展。要优化物流业发展的区域布局，支持物流园区等物流功能集聚

区有序发展。要推广现代物流管理，提高物流智能化和标准化水平。要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

以高技术的延伸服务和支持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服务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要加快发展

研发设计业，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要加强信息服务，提升软件开

发应用水平，发展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信息安全服务和数字内容服务，发展地

理信息产业。要积极发展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支撑服务。要培育发展一批

高技术服务骨干企业和知名品牌。要规范提升商贸服务业，大力发展会计、审计、税务、工程咨

询、认证认可、信用评估、经纪代理、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等专业服务。要积极发展律师、公证、

司法鉴定、经济仲裁等法律服务。要加快发展项目策划、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企业管理服务。

要规范发展人事代理、人才推荐、人员培训、劳务派遣等人力资源服务。 
  二是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十二五”时期，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丰富服务产品类型，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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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多样化需求。一方面要优化发展商贸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业。要优化城市综合超市、购物中

心、批发市场等商业网点结构和布局，支持便利店、中小超市、社区菜店等社区商业发展。要鼓

励和支持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服务网点，支持

大型超市与农村合作组织对接，改造升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要引导住宿和餐饮业健康

规范发展。要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要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

境旅游，有序发展出境旅游。要坚持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并重，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

点旅游区、旅游线路建设。要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要鼓励发展家庭服务业。发展以家庭为服务对象、向家庭提供劳务、满足家庭生活

需求的家庭服务业，对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十二

五”时期，发展家庭服务业，要加强统筹规划，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重点发展家政服务、社区

服务、养老服务和病患陪护，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

满足家庭的特色需求。要鼓励各种资本投资创办家庭服务企业，培育家庭服务市场。要推进公益

性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实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统筹社区内家庭服务业发展。要规范市场秩

序，完善行业自律机制，规范服务行为。要加强市场监管，依法规范家庭服务机构从业行为，严

肃查处违法经营，维护家庭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为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把家庭服务从业人员作为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的重点，落实培训计划和培训补贴政策。要加大财税等政策扶持力度，将家庭服务

业作为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重点，积极发展中小型家庭服务企业，鼓励多种方式的便

民服务。 
  与此同时，还要努力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推动服务业制度创新，完善服务业政策

体系，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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