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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新常态下服务业发展趋势与规律 

《新常态下的服务业：理论与实践》评介 

夏杰长 

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是做好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显著 

特征：增速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动能转换，从要素 

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此可以看出，把握服务业发展趋势与规律是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的题中之意。如今，服务业已占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稳增长、促发展、优结构和增就业的关键力 

量 。研究新常态下服务业发展 的新问题、新矛盾 、新思路和新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最近 ，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酷主编的《新常态下的服务业：理论与实践》，已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该书集结了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工作者在服务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是近年来服务经济领域系列优秀 

成果的最新展现。该书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改革开放的实践，对新常态视角下我国服务业发展趋势和规律 

进行了系统探索，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是服务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领 

域的一部力作，其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基础扎实，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该书第一章用较大的篇幅专门梳理和研究了服务业 

发展的基本理论。该书从历史的视角把经济学界对服务业理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服务业理论研究的 

早期阶段 (1700—1930年)，聚焦于服务活动本质的探讨 ，主要讨论服务活动是否是生产劳动 、是否有利于资 

本积累等，这些都属于定性研究。二是服务业理论研究的拓展阶段(1900—1960年)，着力于三次产业和服 

务活动子行业的划分，构建了分析服务业的框架基础，测度各行业的产出和效率。三是服务业理论深化阶段 

(1960年至今)，致力于探讨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包括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服务业与劳动就 

业、城镇化与服务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等诸多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该书特别重视服务业理论研究和理论框 

架的构建。因为，服务业的异质性决定了服务业的多样性，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梳理清服务业发 

展的特征，服务业发展和改革就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服务业政策指导也就无法分类施策。 

第二，数据新颖翔实，充分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最新动态。该书主编和主要作者都来 自国家统计局 

和地方统计部门，他们掌握了最全面、最权威、最直接的统计数据，最熟悉相关服务行业发展态势和趋势。这 

些数据，即包括官方公开的最新数据，也有不少来自服务业一线的调查数据。无论是对服务业宏观分析(比 

如研究服务业与经济增长、服务业与劳动就业、服务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还是对服务业的行业分析或新型 

业态分析，该书都充分运用这些最新、最权威的一线数据，确保有关服务业研究的重要结论或政策建议有翔 

实的数据支撑，增强了服务业理论研究的说服力、可信度和科学性。这种务实的研究方法，以最新统计数据 

特别是一线调查数据支撑服务业研究，是值得所有服务经济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学习和借鉴的。 

第三，在服务业统计核算方面有较大突破，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短板。服务业统计核算问题一直困扰着 

这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家底不清、统计不明、新型服务业行业或业态统计不了，是服务业统计核算 

领域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国家统计局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工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着手 

逐渐解决。比如，2015年，国家统计局专门成立了服务业统计司，专门负责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等问题。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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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业统计和核算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创新研究：一是构建了服务业统计标准体系。统计标准化是所有统 

计工作的基础和关键 ，对于行业最为分散 、调查单位总量最大、差异也 巨大的服务业而言，建立一套科学 、规 

范 、健全的统计标准体系显得至关重要 。2012年 ，国家统计局出台了新版《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明确了第三 

次产业即为服务业 ，从而统一 了服务业范围和 口径 ，结束 了两个相似概念之争 。新版三次产业分类 中，第三 

产业 的调整力度之大远超第一和第二产业 ，既反映出服务业行业发展变化的多样和迅速，也体现 了国家统计 

局在制定统计标准时对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准确响应。二是服务业统计方法体系不断丰富。传统的统计方 

法 ，主要是以全面报表和逐级汇总为特征 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但现在经济主体 El趋多样化，服务行业也更 

具差异性和时代性 。在这一大背景下，肯定要在原来的统计方法基础上不断突破创新 。该书提 出，要充分发 

挥经济普查功能 、适 当使用全面调查 、广泛使用抽样调查 、积极利用部 门数据和吸纳大数据等多种统计方法 ， 

书中还特别强调要善于利用和吸纳大数据统计方法。这是很有预见性 的。国家统计局高度重视大数据在政 

府统计中的应用，已经和十余家大数据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三是明确了生产性服务业分类。生产性 

服务业是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器。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 

间投入特征 、与制造业等融合甚至融为一体发展的特征 ，其统计核算 的难度非常大 ，该书在这方面做了许 多 

尝试，有了实质性突破，明确把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为生产活动提供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 

储和邮政快递服务 、信息服务 、金融服务 、节能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 、商务服务 、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 

务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从而为准确统计核算我 国生产性服务业奠定 了基础。 

第 四，视野开阔在国民经济全局和现代产业体系视角下研究服务业 。服务业不是孤立 的一个产业 或行 

业，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该书的主线是服务业发展，但其研究视 

野却是跳出服务业看服务业，是在宏观全局和现代产业体系视角下探索服务业发展趋势和规律。又如，第二 

章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第三章服务业发展与稳定就业、第五章服务业发展与工业转型升级，都是按照这样的 

研究视角来探索服务业发展问题 ，寻找服务业发展更宏大的思路和战略 ，更加全局性地破解服务业发展困局 

或矛盾 。比如 ，该书第二章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科学地阐述 了服务业发展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保证经 

济平稳增长的重要作用。显然 ，服务业增长不仅仅是一个产业 ，或者一个行业 自身的事情 ，而是在很 大程度 

上对冲了工业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使经济增速换挡而不失速；是确保新常态下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最重要 

的支撑力量。这种判断，为我们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的贡献，适时向服务经济时代转 

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 

第五，是“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地区服务业发展问题的研究，独辟蹊径，意义深远。2013年，国家提出建 

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涉及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比如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青海、 

云南等。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充 

分利用服务业吸纳就业多、富民能力强的特点，加快“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地区服务业发展，是一件具有重要 

政治意义和经济价值 的议题 。该书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议题 ，对“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地 区服务业发展 问 

题进行了翔实独到的研究。该书从“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特征等视角人手，剖析了这些 

地区服务业发展落后、服务业竞争力较低、服务开放度不高、服务创新能力不强等现实问题，站在“一带一路” 

战略高度 ，提 出了如何在这些相对落后 的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服务业 的政策建议 。这些研究尽管是初步的，但 

问题的提 出本身就有着不一样 的视角和意义 ，值得推崇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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