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社会化生产需求的不断变化，工业生产规

模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

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以便更好地服

务于工业化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但是要想进一步

发展生产性服务，必须把它和区域经济的实际发展

情况联系起来，科学地运用相关政策和经济调节手

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借助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1 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
1.1 生产性服务业的含义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技术

的进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升级而提供

相应保障服务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是为了

更好地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它是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业生产也是密不可分的[1]。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生产性服务业行业范围的界

定也不相同，根据我国商务部的分类，生产性服务

业通常包括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

务、科技研究开发、商务专业咨询服务和商贸流通

服务等六个方面[2]。

1.2 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

与其他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有四个显著

特征：一是关联性，也就是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关系密切，是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结果；

二是中间性，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以企业作为服

务对象，它和最终的消费者是不直接接触的；三是

增值性，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产品

的提供来提高其他产业的运行效率和产品价值；四

是知识性，指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对知识和技术的要

求比较高，该行业是高新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和推动

者。

2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及问题分析
2.1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2.1.1 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为经济

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8年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全国各地，

特别是一些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在生

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下，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

化，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北京市201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北京

的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提升到

76.9%。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

过半，达到50.3%，比2012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3]。

“十一五”时期，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年平均增长速

度超过了15%，2010年上海重点生产性服务企业所

完成的营业收入达到了4105.9亿元，同比增长了

23.8%。从整体上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势

头良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1.2 新兴业态不断呈现，为经济的发展不断培

育新的增长点

生产性服务业从原先的六类上不断分化、细

化，出现了很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兴生产性服务行

业，比如：律师援助、公证、经济仲裁等法律服务；资

产评估、检测等经济鉴证类服务；工程咨询、资信咨

询、管理咨询等咨询服务；项目策划、基金、私人银

行、并购重组等投资与资产管理服务，此外还包括

会展、电子商务、人力资源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外

包等发展潜力巨大的生产性服务业。

2.1.3 集聚发展格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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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规模效应，在很多发达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格局进一步加强，集聚效

应也日益的明显。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的中

关村科技园、北京金融街外，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布

局，从空间上形态上来看也形成3带4环28区的格

局，形成了金融、创意等生产性服务集聚区，会展、

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集聚区，物流以及当地优势

产业服务的产业型生产性服务集聚区以及信息服

务、微电子设计和研发服务集聚区。上海力争到

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5年前翻一番，使上

海成为全国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区和辐

射区。

2.1.4 产业联盟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实现战略目

标的能力

产业联盟可以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高

端化转型，从而使企业实现预期战略目标的能力加

强。例如，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已经成立了闪联、龙

芯产业联盟、TD-SCDMA联盟、数字电视产业联盟、

ABO联盟、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等在内的联盟组

织25家。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内的产业联盟，有效地

改变了产业内的恶性竞争，促进了产业整体实力的

提升。

2.2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2.1 对生产性服务业了解不够

现在人们对制造业的发展认识比较深刻，但对

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发展规律、发展趋势都

认识不够，相关政府也不是很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大

发展业态，与其相关的支持政策也较少，制订的政

策和措施在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方面难以满足生产

性服务企业的具体要求。

2.2.2 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低，结构不是很合理

从服务业行业的整体结构看来，目前，传统产

业仍然占据大半江山，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据的比重

比较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也比较低，内部

结构也不合理，基本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

主，金融业的功能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科研、

技术服务、信息传输等知识型服务行业起步比较

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发展速度

较慢。

2.2.3 生产性服务企业融资困难

生产性服务企业通常以拥有人力资本、软件、

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为主，相对规模较小、固定资

产投资少，因此企业在办理银行贷款时不能提供固

定资产抵押，无形资产又不能用来作抵押，导致企

业筹资、融资非常困难。目前，我国的中小贷款担

保公司资金规模小，设立审批严格，在解决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融资方面很难发挥作用。

2.2.4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人才缺乏

人才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核心因素，目前

生产性服务业高级专门人才储备不足，人才供给结

构不是很合理，而职业教育发展的滞后也影响了服

务业人才的培养。以会展业为例，伴随着会展业的

快速发展，会展人才的紧缺现象将日益突出。上海

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金辉介绍称，目前上海会

展业有经验的高级项目经理还不到50人，复合型会

展业人才也没有过百，而通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国

际会展至少需要专业人才八九十人，上海现在平均

每个星期要举办的展览会数量达到5.5个，对照以

上规模，这方面服务的专业性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缺口很大[4]。

2.2.5 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税收负担比较重

生产性服务企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

些方面的税收优惠，但是优惠的范围和优惠的力度

远远不如制造业企业。比如，工业园区的制造业企

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园区内为制造业提

供支撑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却不能享受税收上的

减免政策；服务业企业也不能像制造业那样享受出

口退税政策等等。

3 生产性服务业在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一体

化经济发展中的效应分析
3.1 促进特色产业集群的构建

从安徽实施东向发展总体规划来看，使皖江城

市带融入长三角城市群正是促使皖江城市带乃至

整个安徽崛起的必由之路。目前皖江城市带与中

东部地区其他几个城市群相比，其综合经济实力和

集聚功能还是比较弱。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来看，

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了明显的集群发展态势，一批特

色鲜明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逐步形成并不断发

展壮大，成为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例

如，韩国的研发服务业，形成了以“大德R&D特区”

和“大邱东南圈R&D基地”为中心的“大田世界产业

革新区”两大研发服务产业集聚区。其中，大德

R&D特区是韩国最大的产学研综合园区，汇聚了

2000多家高技术企业和数万名研究开发人才。因

此，为了使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城市群进一步融

合，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部门和行业壁垒，按照优

势互补、分工协作的科学规划不断加强毗邻城市之

间的功能互补，可以通过鼓励各相关城市高科技园

与工业开发园进行转型升级，形成一定规模、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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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来促进皖江城市带与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和发展。

3.2 提升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企业的企业活力

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地区之间的生产性服务

业进一步融合，将逐步消除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地

区生产性服务业在户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相关制

度和政策上的差异，在招商引资、人口流动、公共服

务等方面逐步实现“零距离”政策。这样企业就可

以获得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扩大整体规模，有效地

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生

产的风险，从而激发了生产者的投资信心，带动皖

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企业整体就业

率的提高。

4 借助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皖江城市带与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措施
4.1 创造良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促进皖江城

市带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

为了更好地促进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经济发展，应该不断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为生

产性服务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不断完

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扩大信用消费的规模，

不断完善市场流通的体系。积极引导政府部门、相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将一些服务项目，例如

会议展览、生产性服务专业培训、软件开发、物流等

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标、政府采购等

方式委托给专业化服务机构，比如行业协会、商会

等自律组织，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企业建立行业协

会，加强区域、行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

合，共同编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同

时，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基础建设的投入，

给生产性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促进其

健康快速的发展。

4.2 进一步推进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生产性服

务业集群化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

提出，2014年我国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

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为了使皖江城市带

与长三角地区更好地融合到一起，应该积极改善它

们的产业配套的条件，不断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重

点功能区和产业园区集聚，实现地区与地区之间生

产性服务业的联合壮大以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

业的有效对接。通过构建企业优势资源信息共享

平台和组建产业联盟的形式来促进地区和地区之

间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合作、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

造企业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实现皖江城市带与长三

角的互补、互促、互惠发展。

4.3 进一步加大对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生产性

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

对于皖江城市带城市来说，其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速度比较滞后，规模大都比较小，政府应该帮助

一些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解

决融资难的问题，多渠道来筹集发展资金。比如，

可以设立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专项基金，支持和引导产业发展；落实对皖江城市

带与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和担保、贴现等扶

持政策，通过风险补偿、资本注入等多种方式增加

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直接

利用资本市场来融资，加大利用股权融资和债务融

资工具的力度。

4.4 进一步引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人才

为了促进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相关城市要积极地、多层次地、多渠道地培养和

引进各类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经

验。积极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努力创造条件，吸引

和引进国内外优秀的熟悉生产性服务业经营方式

和经营理念的人才；鼓励和支持我国优秀的生产性

服务企业人才走出国门，不断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

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服

务业高职教育和高级技工教育，不断地完善服务业

人才的培养机制，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产性服务

业岗位职业的培训，建立和完善生产性服务业职业

资格标准体系，不断培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人才，

提高整个行业的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4.5 合理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税收负担

对于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地区一些高新科技

企业，例如研究开发、设计、创意等，应该制定相应

的优惠税收政策，使它们能够享受相应的高新技术

企业优惠政策。对于新创办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和

中小服务企业，在工商登记注册、税收方面也要采

取相应的扶持政策，减轻它们的税收负担，帮助它

们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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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Li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hu，Anhui 61001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e producer services is pi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ransforming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eeding up the

adjust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roducer services has maintained fast growth momentum,

presented newcharacteristics constantly, and contains a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Wan jiang city belt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to promote wan jiang city belt an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Wan-jiang city belt;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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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ake Enshi of Hubei Province for a Example

HE Rong
(The CPC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Enshi prefecture of Hubei province located in Hunan, Hubei, Chongqing provinces interchange, has

superior conditions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The short-term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highlight of

tourism in Enshi prefecture. But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rural tourism in Enshi rural economy are not widely known

and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ave not caused enough attention. Only by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support, by leading of Rural Tourism Associ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farmers, scientifically planning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 Enshi rural tourism can be promoted to develop healthily.

Key words: rural tourism；mode；problems；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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