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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夏杰长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首要含义是富裕。因此，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生产力的

高度发达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此外还须通过制度、政策和发展环

境对诸多不平等因素进行修正与弥补，以保证全体人民公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并共享发展成

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产

业融合和结构优化的关键。因此，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和双向赋能，不断增强服务业的辐射范围和带动能力，将为我国推进扩大内需

战略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不竭动力。 

    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在服务业充分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创新能力更强、结构

升级更有力、开放水平更高和治理更科学的服务业，包括新兴服务业和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升级

和改造。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发展，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还能带

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此外，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吸纳就业。

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现代服务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总值促进经济发展，拉动企业创新创

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同时，兼顾更广泛的受益人群。因此，促进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和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

要路径。 

    二是保障人民参与和共享发展。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将加速技术、知识和劳动力

等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共享，基于辐射和扩散效应提升周边地区低收入群体收入，尤其是通

过新就业形态对接弱势群体就业需求，提升其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能力。推动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还有助于解决我国农村地区以及部分群体面临的公共服务供给不完善问题。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日趋明显，新兴服务业态和模式不断涌现，而发展生活性服务

业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就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以农村居民、弱势群

体为主要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体系，切实保障这些群体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平等享有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三是提升发展和共享的可持续性。现代服务业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

措。绿色发展重在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而具备低污染、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等特点的现代服

务业正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势头强劲的绿色发展道路。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服

务业整体升级和优化，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外，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农村电商等“造血式”帮扶举措，可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以往“救济式”扶贫的局限，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发展能力及其收入的可持续性。 

    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首先，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但

短板依旧凸显。比如，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不健全、结构不合理，传统服务业占比较高、地区间

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较大。2021年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为 4.4万亿元，

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7.2%。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创新能力不强，服务产品供给

质量较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弱。2020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为 3811 亿美元，净出口

额为-1005亿美元，逆差数额同比下降 53.86%。正是服务创新的长期缺失，使得我国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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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水平与国际市场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其次，我国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不容忽视。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失衡和地区失衡。现代

服务业存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集聚现象和集群化发展趋势，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

市。从需求侧看，服务供给方需要在地理上靠近消费者，区位选择上偏好人流量大、消费需求高

的城市中心地区，以致农村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从供给侧看，集聚有助于共享城市的基

础设施，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知识外溢。受宏观政策、发展战略、地理区位、人力资源、辖区竞

争等因素影响，我国不同地区的服务业在总量和结构上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地区服务供给长期呈

碎片化特征，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匮乏，不仅制约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也难以提升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我国服务业人力资源质量有待提升。人力资源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是

服务业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持续动力，也是加快服务业整体发展的关键支撑。近些年，我国居民

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得以较快提升，但资源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

题依然存在。现代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传统行业产生了一定的

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因而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岗位的同时，也导致部分低劳动技能岗位被取

代。如果这些低技能劳动者不能加强培训以尽快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和市场竞争，就很有可能陷入

失业困境，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第一，加快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构建充满活力的多层次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具

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服务业企业和集团、专门化提供各类细分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及专注

或扎根于农村地区、贫困山区和弱势群体的服务业企业。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多元性和个性化，服

务业构成复杂且分布广泛，服务业态、服务方式、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多元。随着不同产业的相

互融合，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层出不穷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推动着不同规模和性质

的服务业企业蓬勃发展。因此，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提升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和发展活

力，在推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服务业企业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中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扩宽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空间。针对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地区，可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利用比较优势或学习效应发展不同类型服务业。一是基于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

社会文化环境、支柱型产业等发展背景，利用比较优势和差异化战略，加快发展特色服务业。比

如，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旅游细分产品和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新型生产方式。二是基于学习效应，

充分分析对比后选择发展适合自身的服务业。比如，基于相同关键资源或劳动力，通过学习、模

仿和借鉴发达地区发展模式和经验实现自身服务业快速成长。加强城乡地区间的合作交流，促进

优秀的治理模式、发展经验以及技术、人才等要素双向流动，助力农村地区形成一批具备持续造

血能力的服务业企业。 

    第二，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一是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性强、创新度高、带动协同显著等特点，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技术进步和生

产专业化，能够降低企业生产费用，提高生产率，改变制造业传统的生产供应链、产业逻辑和生

产模式，发展柔性生产和柔性制造。与此同时，消费者开始更多参与服务产品的价值共创，对商

品和服务的需求已向品质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转变。通过精准匹配需求端的个性偏好和供给端的

产品服务，提高有效供给水平和效率，升级、改造和优化传统要素，创新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

有助于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随着服务业不断向

农业渗透，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农业产业链和“服务下乡”，不仅有助于构建农业与服务业交

互融合的综合性现代农业，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现代服务业已进入农业农村

多个领域，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产品价值，扩大了农产品的目标市场和消费群体，赋

予了现代农业更多的发展活力和可能。比如，依托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积极发展农产品

数字商务，基于农产品品牌特色，建设和打造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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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加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业具有数字化转型的先天基础和优势。数字技术和

数字经济将不可贸易的服务产品变得可交易，实现服务的跨地区购买与消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可以扩大产业发展规模，推进服务业下沉，促进信息流动共享，扩展居民参与发展的渠道。

因此，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尤其是提高数字经济的渗透率，实现降本增效

和丰富服务供给，全力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可以催

生出网络购物、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产生大量高质岗位，实现就

业岗位扩量提质。此外，可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对接供需双方的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就业平台，强化

为弱势群体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服务，使其具备匹配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技能素质，

共同搭乘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快车。针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还需建立健全

保障就业规范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探索完善困难群体、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薪酬制

度和劳动权益保障措施。 

    第四，依托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业，有助于扩宽农民

收入来源、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2019 年，我国乡村旅游总人次为 30.9

亿次，在国内旅游总人次中占比超五成；乡村旅游总收入高达 1.81万亿元。可见，乡村旅游已成

为乡村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增长点。但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需要基于不同地区的乡村文化和

本土特色，探索不同类型的开发模式和发展路径，减少重复性和同质性开发，激励村民等利益相

关者共同参与，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发展乡村旅

游为契机，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和集聚，在充分释放旅游业带动作用和

辐射效应的同时，以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际合作课题“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研究”

（2021YJHZ00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