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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服务业新境界

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是吉林服务业升
级的关键一招，今年前三季度，吉林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

此前，吉林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倚重投资，投资
对吉林年度 GDP 的贡献一度达到 90%以上。在外向
型经济不发达的内地省份，“三驾马车”最大潜力在
消费。而要释放潜力，就必须大力改造提升传统服
务业。

在人们的印象中，长春商业不发达，高品质商场不
多，今年 7 月份开业的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正改变着
这一印象。

张东夫妇陪孩子在新生活购物广场的儿童乐园开
电动车游玩，跑道就是可控的商场主干道，全家人乘
坐，温馨又惬意。“商场内开车，这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乐趣。在商场里，我们就可以就餐、购物、看电影，能
够玩一天，这里就是一个高级的综合体。”新生活购物
中心只是欧亚连锁集团的门店之一，连锁集团公司总
经理于惠舫说，新零售不仅是零售，欧亚的创新在于
把服务业从零售中提升出来，提供居民所有生活的服
务，吃喝玩乐购一应俱全，会员、顾客的管理服务实现
大数据化，支付、定位、导航、泊车、宣传、引导等全面
实现智能化，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

欧亚连锁的母公司欧亚集团是传统的零售企业，位列
全国企业500强，企业从传统零售商向现代商业服务业转
型，旗下欧亚商都的乐活实现了从提供商品向提供服务为
核心的现代商业转型。今年1月份至9月份，该集团上市
部分实现营业收入99亿元，保持全国前十位次。

欧亚集团是吉林商业的缩影，活力城、栖乐荟、万
达商城、新中东等一批新型消费综合体将长春这座零
售并不发达的城市打扮得五光十色。吉林省的规模
以上零售连年保持 8％以上的增长。其他传统服务业
像交通运输业，也在消费新形式下，提升为物流业，一
汽传统的远程送车变身全国领先的互联网＋GPS 定
位现代物流，传统的餐饮业，也开发出独步全国的吉
菜，在丰富了东北菜的基础上创造了现代饮食业。

在投资相对疲弱的环境下，吉林靠消费扭转了经
济下滑趋势，今年前三季度，吉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50.9%，比上年同期提高 5.2 个百分点。

与一二产业融合发展

吉林的第三产业通过自身创新，实现对
第一、第二产业的反哺，三次产业间协调发
展，相互作用

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上生发第三产业，以科技
进步为支撑的第三产业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对第
一、第二产业的反哺，三次产业间协调发展，相互作
用，发生“化学反应”，这是吉林正在发生的产业互动
新变化。

位于长春市自由大路的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三农”提供服务的现代农业
服务企业。在传统的“猫冬”时节，这家农字号互联网
企业里一派繁忙。员工张春雷是名价格分析师：“我
是种植组的组长，平常主要为顾客提供咨询服务。”12
月 14 日，他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位于长春市自由大路
与东部快速路的办公楼，通过各地信息采集点迅速了
解当日粮食价格行情，形成当日报告，然后解答农民
朋友的各类问题。“咨询玉米价格的最多，来确定是否
卖粮。刚刚就有个电话咨询现在是不是卖粮好时
机。我告诉对方，按规律临近元旦、春节，农民急于还
贷款、购年货，集中出售，价格都是相对低的时候。”与
张春雷同步在平台电话咨询的工作人员有 23 人，专家
队伍 436 人，每天来值班的专家就有 10 多人。公司将
农民咨询的网络信息、电话、微信等转到平台上，由他
们统一回答，12 小时回馈率能达到 98％。在平台注册
的农民达到 240 万，累计受理农民咨询问题 1600 万次
以上，每年可为农民减少经济损失约 30 亿元。

在吉林省，农信这样的企业有上百家，通过向政府
提供服务，为广大的农民提供免费咨询。他们对农民
进行政策解读，合理引导，进行农技指导，远程会诊，
组织全省一流的农业高级技术人才为农民解决政策、
技术和市场服务，成为广大农民的贴心人。

互联网＋现代农业在吉林还有一个大动作，那就
是发射吉林 1 号卫星。今年 11 月底，吉林又发射视频
04、05、06 号卫星，形成我国第一个商业遥感卫星
群。这批卫星的视频+图像双模式功能，被吉林省广
泛用于农业生产，开发出大数据农业。“测量土地、减
灾备灾、森林防火等，无所不能。”吉林市科技能人王
丽英介绍说。

吉林的生产性服务业有些从工厂分离出来，实现
反哺工业生产。吉林鼎基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就
是这样的工业企业“保姆”，从主要提供产品向系统解
决方案服务商转型。鼎基原来是电力系统的一个生
产企业，后来转向为电力部门提供技术服务。各家企
业都有自己的专门设备维修队伍，为何还要找鼎基这
样的服务商？董事长唐明亮将记者领到寒冷刺骨的
中国石油吉林乙醇公司热电厂。“昨天晚上室内设备
出现故障，我们员工顶风冒雪上去干了个通宵，现在
正常运转了。我们做得专业、及时，企业不用养闲人，
所以他们把保全工作逐渐交给了鼎基，谁都会算经济
账，原来这个热电厂的保全年保费 650 万元，而交给鼎
基仅仅需要 260 万元。”

“自己强不是强，与一二产业融合发展才是真的
强。”吉林省发改委服务处处长张全胜对记者说，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是医治吉林畸形经济结构的一剂良
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吉林服务业发展的
短板，反哺一二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吉林走对了路。

在痛点热点上发力

在高起点规划基础上，吉林服务业发挥后
发优势，在痛点上发力，在热点上着力，乘势而
上，初见成效

记者在调研中对 2005 年以来吉林服务业发展数
据画了一张趋势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05 年至
2014 年吉林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分别是 39.1、39.5、
38.3、37.5、37.9、35.9、34.8、34.8、36.1、36.2，总体是降
低的。在进一步的采访中，记者得知，主要是当时吉
林省盛行“工业立市”战略，认为工业才是税源型经
济，能带动富市，服务业仅仅是富民，不创造 GDP。在
这种政绩观的指引下，吉林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服
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也从 2006 年的 45.5%，降到 2011
年最低时的 28.7%。

吉林的服务业能够在市场的选择下渐进成长，也完
全可以在政府的推动下跨越发展。2016年以来，吉林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实施意
见》。省直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16个专项配套政策。今
年上半年又出台了《吉林省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认定
管理办法》；印发了《吉林省服务业发展攻坚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方案》。创新发展正成为吉林服务业新动力。

在高起点规划基础上，吉林服务业发挥后发优势，
在痛点上发力，在热点上着力，乘势而上，六大举措初
见成效。

举措一，投资快速增长。以项目和集聚区建设为
抓手，着力推进 100 个服务业重大项目和 42 个省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举措二，在量变中求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与二产业互
动互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5.8%，比上
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144亿
元，同比增长12.1%。全省旅游总收入2897.37亿元，同比
增长22.63%。新兴业态发展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向生产消费领域不断扩展和渗透，实施了6个国家物联
网区域试点示范项目，建设了IBM东北卓越等25个云计
算中心，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2100亿元，同比增长36%。

举措三，改革活力不断释放。积极推进商事制度
改革等相关领域改革，服务业企业累计达到 26.95 万
户，占全部企业户数的 75.53%。

举措四，要素保障，降低成本。有限安排各类服务
业建设用地指标，开辟审批“绿色通道”，2016 年全省
商业服务业用地增长 13%，高于上年 3 个百分点。降
低企业运行成本。制定服务业用水、用电、用气、用热
与工业同价政策；养老服务业享受居民生活类价格政
策；给予云计算、大数据等项目电价政策优惠；设立了
5 亿元省级服务业专项资金，通过补助、贴息等方式对
1649 户企业予以扶持，强化金融服务，支持吉林省金
融控股集团等组建省级信贷周转基金。

举措五，发力热点事半功倍。在三大重点产业上
发力，一是加快发展旅游业。以生态游、冰雪游、边境
游和民俗游为重点，打造吉林旅游升级版。2016 年，
实现旅游总收入 2897.4 亿元，增长 25.15%。二是加快
发展现代物流业。三是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业。

举措六，建平台。2016 年新认定省级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 10 家，累计达到 42 家，累计入住企业 5014 户，
吸纳就业 12.1 万人，实现营业收入 247.4 亿元；搭建双
创平台 1309 个。

吉林发挥服务业的后发优势，在做大的同时做优，
进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同时，客观分析吉林服务
业的现状，仍然存在在产业结构中占比偏低，且结构不
优的问题。具体要跨越六道坎。一是市场主体不强，
进入全国服务业 500 强的只有 3 家。二是对新业态认
知和引导不足。三是通道设施不畅，人流物流成本较
高。四是高端人才不足。信息技术、科技研发、文化创
意、检验检测等方面的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短缺。五
是统计体系不配套。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新兴业态
尚未纳入统计体系，邮政、交通等领域统计方法还需完
善。六是服务业没有从二产业中分离出来。比如服务
业发展比较好的一汽，物流、产品设计、汽车金融服务
和保险、汽车 4S 店维修等没有独立核算。吉林知名企
业辽源市袜业园中的袜业设计、物流、电子商务等没有
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等等。

如何让现代服务业潜力变成实力，成为振兴的动
力、活力，吉林任重道远。

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嬗变
——吉林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

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近年

来，吉林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相对缓

慢，第一产业在原地踏步，第二产业

占比持续保持50%以上，不发达的服

务业制约着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吉林要改变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现

状，就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2016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吉

林省委、省政府召开8000人参加的

服务业推进大会，打响服务业攻坚

战。2016年底，吉林服务业一扫颓

势，增加值增速达到8.9%；今年1月

份至9 月份，吉林服务业同比增长

7.6%。服务业正成为吉林振兴的一

大亮点。

吉林服务业的嬗变是如何实现

的，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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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蕴含在经济活动生
产、交易、分配、消费的每一个环
节。吉林在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
方面，须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
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中间需
求，支撑其他产业发展，自身也产
生强大的市场需求得以发展。近
年来，吉林省政府部门主动作为，
从战略高度制定优惠政策来扶持
和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做强。

资金流、知识流、信息流、物
流是现代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
要素，因此与之对应的金融业、
信息服务业、咨询设计业、物流
业等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企业发
展必要支撑。从吉林来看，工业
化发展水平处在中期阶段，区域
内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依靠劳动
和资本进行竞争阶段，生产性服
务业往往遇到需求量不大、利润
率小，发展空间狭小的瓶颈，所
以生产性服务企业很多都是中
小型企业，因为缺乏资金提高专
业化水平和提升服务质量，造成
生存难、成长难。

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来引
导和促进分工专业化、技术创新
来攻克生产性服务业成长初期所
面临的各种难题。引导和培育生
产性服务业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
面：首先，服务外包是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充分利用
吉林省高校、科研机构众多，科研
实力强劲的优势，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产业知识技术的支
柱力量，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灵活、多样体系；其次，
政府要将生产性服务企业培养成为创新主体，鼓励企业自主
研发设计，协同研发，利用互联网实现高校研究生、博士生等

“互联网众创”模式发展新形式的服务企业，提高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再次，对专门生产性服务企业，要
制定土地、税收、基础设施、原料器材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
他们进入市场提高竞争力开辟道路；最后，政府部门要引导
各种资本流入相关生产性服务企业，促其发展。

生活性服务业（也叫作消费性服务业）是适应消费升
级、扩大内需、促进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
径。吉林省着力和重点发展旅游业、老龄服务业和健康
服务业等服务业抓到了热点上。旅游业作为先行服务产
业，可以发挥综合性服务产业的优势；养老服务业，充分
发挥吉林省作为国家发展老龄服务业试点省份的政策优
势，结合长吉图战略先行先试的优势，培育养老服务新型
业态和东北老龄服务业产业基地。无论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还是商务性服务业，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辅
助性产业，而是吉林产业升级、产业创新、优化区域产业
结构的引领性产业。综观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区域的服
务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已经竞相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调整过去“唯生产论”“服务业不是实体经
济”的惯性思维，从战略发展的高度，重视、培育和大力发
展服务业，助力东北振兴。
（作者系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长春市的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人气旺。 何庆来摄

吉林省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公司的资讯大厅。
李己平摄

长春市净月区雪博会上举办的瓦萨国际越野滑
雪赛。 李己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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