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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量大面广的服务业“家底”，是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首次超过工业，服务业呈现出发展速
度较快、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势头，我国
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化的
趋势更加明显。

普查结果显示，2013 年第二产业占
国民经济的比重由初步核算的 43.9%下降
到 43.7%，而第三产业占比则由 46.1%上
升至 46.9%，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
一大产业。随着产业规模结构的变化，法
人单位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也在发生变
化，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明显高于
第二产业。

在服务业领域，新兴服务业从业人数
快速增长。其中，年均增长超过或接近两
位数的行业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

商 务 服 务 业 ，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
2008 年 至 2013 年 年 均 增 长 分 别 为
12.6%、11.5%、11.5%和 9.7%，均高于
所有从业人员 5.4%的年均增速。

同时，2013 年，规模以上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13.5%，一些重点行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商务服务、信息服
务、科技服务等 5 年来势头良好，占 10
个行业门类营业收入比重有所提升；高技
术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服务业发展一大
亮点；租赁业被称为服务业中的“朝阳产
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与文化产业相关
的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的
营业收入稳定增长，收入比重不断提高。
不过，受市场需求不足和新兴产业冲击影
响，部分传统服务业发展空间有限，营业
收入增长较慢，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另外，批发和零售业集中了我国最多
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保持了相对稳

定的发展态势。2013 年末，在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和零售业位
居第一，总量为 281.1 万个，占 25.9%；在有
证照个体经营户中，批发和零售业更是稳
居第一，数量高达 1642.7万个，占 50.1%。

从零售业态看，与 2008 年末相比，
有店铺零售业法人单位增长 98.7%，年均
增幅为 14.7%；无店铺零售业法人单位增
长 218.2%，年均增幅为 26.0%，比有店
铺零售业高出 11.4 个百分点，其中，网
上商店增长近 30 倍。但从整体结构看，
零售业的主体仍是有店铺零售，无店铺零
售单位数及经济指标占比均低于 4%。随
着网络购物的迅猛发展，其单位数及经济
指标占比均将呈现迅速增加态势。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以
及人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服务业将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这也是经济新常态下重
大而积极的变化。

我国首晒收费公路 2013 年度账本——

3652 亿元通行费用在哪里了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每收 10 元还债近 9 元

公报显示，2013 年全国收费公路车
辆通行费总收入 3652 亿元。同时，支出
总额为 4313亿元，总体亏损 661亿元。

“收费公路并不是传说中的暴利行
业，无论是政府还贷公路还是经营性公
路，都是收不抵支的，且都背负着巨额
债务。”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彦武表
示，“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支出由 2010
年的 2827 亿元增加到去年的 4313 亿元，
年均递增 15.1%。通行费收入虽逐年上
升，但年均递增只有 8.5%。”在这种情况
下，2010 年，全国收费公路收支平衡结
果尚有盈余 32 亿元；但 2011 年至 2013
年，全国收费公路则连续 3年出现亏损。

面对社会上“部分上市高速公路公
司半年利润超 30%”的说法，经对其中
提到的 3 家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年报核实
后发现，深高速、山东高速、成渝高速净
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4.98%、5.2%和 4.83%，
远低于同期我国上市银行平均净资产
10.38% 的 收 益 率 和 沪 市 平 均 净 资 产
7.45%的收益率。

“还本付息是通行费收入支出的‘大
头’，其总额的迅速增加和比例的连年提

高是通行费支出快速增长的主因。”李彦
武表示，近年来，车辆通行费中还本付
息比例逐年提高，2013 年还本付息支出
的 3147 亿元中，偿还债务利息就达 1707
亿元，偿还债务本金则有 1440亿元。

累计建设投资达 54432 亿元

“还本付息支出增势如此迅猛，主要
是由于近几年公路建设投资快速增长，
债务余额逐年上升。”李彦武说，2010
年至 2013 年，全国收费公路累计建设投
资 总 额 由 36506 亿 元 增 加 到 54432 亿
元，增长 49.1%。

“在累计债务性资金投入中，银行贷
款占比达 93.6%。”在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副局长王太看来，由于银行贷款是公路建
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总里程的快速增加
直接导致了债务性资金投入的迅猛增长。

公报显示，2010 年至 2013 年，全
国 收 费 公 路 累 计 债 务 性 资 金 投 入 由
26035 亿 元 增 加 到 37556 亿 元 ， 增 长

44.3%。其中，高速公路的累计债务性资
金 投 入 由 21439 亿 元 增 加 到 34169 亿
元，增长 59.4%。3 年间，高速公路新增
的债务性资金投入占高速公路累计债务
性资金投入的 37.3%，导致全国收费公路
债务余额迅速扩大，还本付息压力空前
加大。

“银行贷款成为主要来源，是因为我
国财力相对不足。”王太表示，我国财政
用于公路建设和养护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车购税和燃油税，但也只能满足 15%至
30%的需求，还必须大量依靠债务性资
金尤其是银行贷款才能解决相应问题。

收费公路近 3 年仅增长 1%

“在债务余额年均增长高达 49.7%的
背后，是新建高速公路的快速增加和公
路建设成本的大幅升高。”李彦武说。

公报显示，政府还贷高速公路是我
国收费公路的主体。截至 2013 年底，全
国收费公路里程为 15.65 万公里，占公路

总里程的 3.6%。其中，政府还贷公路
9.95 万公里、经营性公路 5.70 万公里；
高速公路 10.04 万公里、一级公路 2.35
万公里、二级公路 3.18 万公里、独立桥
梁隧道 0.08万公里。

公 报 还 显 示 ， 2010 年 至 2013 年 ，
全国收费公路总里程净增 0.16 万公里，
增长 1%；高速公路里程净增 2.68 万公
里，增长高达 36.4%。与此同时，全国
一级、二级、收费公路和收费桥梁隧道
的里程却减少了 2.52 万公里，收费公路
里程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随着高速公路建设逐步向中
西部地区延伸，桥梁隧道比不断增大，
征地拆迁费用、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快速
上涨，公路建设成本大幅增加。2011 年
全国新通车高速公路的平均造价为 5067
万元/公里，2013 年则上升到 9082 万元/
公里，比 2011年增长了 79.2%。

债 务 余 额 总 体 可 控

“亏损不会一直持续，债务余额总体
可控。”李彦武表示，公路建设并不是无
休止的，《国家公路网规划》 中有着明确
的规划目标，到 2030 年，随着建设任务
的完成，路网规模将逐渐趋于稳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表示，收费
公路源于我国 1984 年开始实行的“贷款
修路、收费还贷”的收费公路政策，极
大地促进了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发
展。“在我国现有公路网中，97％的高速
公路、61％的一级公路和 42％的二级公
路，都是依靠收费公路政策建成的。”王
伟告诉记者。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按照“用路者付费”、鼓励社会资
本投资、特许经营、政府性债务风险可
控 4 个 原 则 ， 加 快 《收 费 公 路 管 理 条
例》 修订和收费公路政策的改革完善。
此外，还将在各省份推广“统贷统还”
模式的同时，加快完善全国公路网，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基础设施
支撑。

交通运输部12月23日发

布了2013年全国收费公路统

计公报。我国收费公路究竟

有多少？每年收费、支出几

何？“钱”都用在哪里？《经济日

报》记者就社会关注的系列问

题采访了交通部门相关负责

人和业内专家——

没 有 免 费 的 公 路
唐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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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此 前 从 未 汇 总 发 布 过 收 支 情

况，收费公路被诟病为“糊涂账”，社会

各界也存在许多误解。很多人会问：“公

路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其建设应该

纳入国家公共财政范畴，为什么要大量

贷款而公共财政不出钱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公路”。公路建设

需要大量投入，投入的来源归根结底是

政府公共财政。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

公共财政的来源无非两个——收税和收

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路也只有两

种：收税公路和收费公路。其中，收税

公路是主体。在 2013 年底 435.62 万公里

的全国公路总里程中，96.4%是靠公共财

政支出修建养护的，任何人都不需要交

“过路费”。同时，收费公路只占公路总

里程的 3.6%，“谁使用，谁付费”。

当前，我国收费公路面临公路建设

的巨大成就与巨大的债务余额的矛盾、

收费公路的持续发展与财政投入严重不

足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既要兼顾

“有车族”与“无车族”的利益，也要兼

顾“经常走高速公路”与“很少走高速

公路”群体的利益，更要统筹公路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明确两个公路体系的发展战略：按照

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打造税收支撑的

普通公路网络体系；按照“用路者付

费”原则，打造收费的高速公路网体

系。前者是主体，后者为补充。

“谁用路，谁付费”，是国际通用模

式。按照“用路者付费”的原则，政府

将通过车购税、燃油税等税收和其他公

共财政预算资金，保障非收费公路发

展，为公众提供均等化的普遍服务；继

续利用社会资本或专项债券，建设为公

众提供高效率服务的收费公路，并通过

收取车辆通行费回收投资，保障公路的

养护和运营管理。

这就是“没有免费的公路”的原因。

只是，我国收费公路规模将控制在 3%以

内，这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现实选择。

本报讯 记者裴珍珍报道：在由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全国民政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
国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活动上，全国老龄
办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表
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市场发挥主体作
用，同时也要动员社会力量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吴玉韶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
展期，老龄产业也随之进入“黄金期”。“我们要把
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
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
级的重要力量。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为老龄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老年群体的内部结构
也正在发生改变，对养老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
求。”他说。

吴玉韶认为，在养老产业形势大好的时候，更
要保持冷静理性，看到养老产业既有重大机遇，也
面临着严峻挑战。养老产业要想成为服务业中真正
的新亮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需要政府、市场共
同发力，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要发挥主体作
用，两者各就其位，互为补充。

本 报 北 京 12 月 23 日 讯 记 者 陈 静 报 道 ：
“2014 年 1 至 9 月，阿里巴巴下架问题商品 9000 多
万件，处罚会员 131 万名。”阿里巴巴风险官邵晓
锋今天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字，这也是阿里巴巴
首次对外披露自己的打假模式。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
木斯表示，根据统计，执法部门处理的网上售假是
线下售假的千分之六左右，消费者保护组织收到的
互联网服务投诉也仅有线下的 4%左右。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道”就是大数据。
邵晓锋表示，阿里巴巴今年接到的商品投诉仅有
600 多万件，但下架商品有 9000 多万件，90%以
上的下架产品来自数据平台的主动发现。

“大数据打假系统在不断进化，随着数据的日
益丰富，这个系统会变得越来越智慧。”阿里巴巴
安全部资深总监倪良表示，通过对发退货、登录
IP、商品文字、图片描述、消费者评价、权利人投
诉甚至是社交媒体数据等 16 个维度和特征数据的
提取和交叉分析，从中剥离出涉假信息。

处 罚 售 假 卖 家 还 是 需 要 一 手 证 据 ， 此 时 ，
5400 多人的“神秘买家”就开始发挥作用。除了
购买风险卖家商品外，这些买家还负责日常的线上
巡查和抽检。今年前 11 个月，“神秘买家”共开展
购买鉴定 62783 批次，涉及食品、保健品、服装、
鞋类等 28 个行业。“在一些重点类目，比如保健品
和药用化妆品，已开始尝试追溯机制，一旦发现假
货，也会告知此前购买的消费者。”邵晓锋说。

“要打击假货，更要锁定假货背后的人，不让他
换个‘马甲’再出来。”倪良表示，淘宝开店实名制目
前有 18 道审核程序，根据用户不同情况，额外要求
用户以指定手势拍照或者手持当天的当地报纸拍
照，“未来还将加入人脸识别和声纹识别技术。”

邵晓锋表示，打击网售假货，需要在技术基础
上建立长效机制。他透露说，阿里正在考虑未来定
期公布基于淘宝打假数据得出的“全国线下假货分
布及流通地图”，同时，还在一些重点地区与地方
政府合作，尝试帮助制假者“转型”自有品牌，为
他们提供培训，甚至倾斜资源，“如果不解决他们
的生存问题，假货永远解决不了。”邵晓锋说。

阿里首次披露打假模式
未来定期公布线下假货分布流通图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

老龄产业步入“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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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较快 结构不断优化

服务业主导型经济格局基本确立
本报记者 林火灿

12 月 23 日，游人在北京大兴区峻铭诚采摘园采

摘新鲜草莓。北京大兴区大力发展冬季观光农业旅

游，使农闲时期变成经济效益高的农忙季。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