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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陕西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

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大力发

展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培育文化、教育、旅游、会

展等现代服务业，重点打造一批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提高现代

服务业对陕西经济的贡献率。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陕西省服务业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落后的情况尚未根本改变，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较慢，服务质量和效益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

然存在。与全球发达地区相比，陕西省现代服务业还存在较大

的差距。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研究陕西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现状对改善和优化陕西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

2 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陕西省现代服务业体系及服务业类别

陕西省现代服务业是“十二五”时期着力构建的四大产业

之一，是陕西省全面建设西部强省的重要内容。本文结合陕西

省实际情况，考虑数据收集的时效性和局限性，将陕西省现代

服务业的行业范围界定（1）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2）金融

业；（3）房地产业；（4）营利性服务业；（5）非营利性服务业（包

括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

2.2 陕西省服务业总体规模

近几年来，陕西省服务业有了较大发展，但对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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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来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纵观陕西省服务业近 5年的

统计数据，服务业增加值在陕西省 GDP中所占比重逐年稳定

地变化者。2013年至 2017年，陕西省服务业生产总值依次为

3688.93 亿元，4355.81 亿元，5009.65 亿元，5832.14 亿元，

6435.22亿元。总体来看，服务业总体在不断上升，但其所占生

产总值比重偏小。陕西省服务业增长逐步加快，使全省产业结

构发生了较大变动。服务业增加值由 2013年的 1965.71亿元

增至 2017年的 3530.48亿元,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

推动作用越来越强。

2.3 现代服务业重点行业分析

2.3.1 现代物流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分析

现代物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助推剂。当前，陕西省现代物流业

发展较慢。2017年，全省物流业增加值为 657.331亿元。物流

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为 16.54%，固定资产投资

1235.49亿元，占现代服务业 14.4%，就业人数达 30.4万人，仅

次于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占现代服务业比重

10.25%。

金融业发展缓慢。2017年我省金融业 GDP增长 4.2%，比

2011年增加 0.8 个百分点，比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别低 13.1、

8.4和 5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对陕西金融业发展产

生影响，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持续走低，证券业 2011年增速为-

25.4%，影响金融业整体水平[1]。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明显

下滑，由 2009 年的 60.2 亿元下降到 2013年的 34.4 亿元，今

后需不断完善金融业功能，加快金融业合理发展。房地产业的

表现良好，2017年陕西省房地产业增加值 507.72亿元，比上

年增长 5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4381.2亿元，达现代服务业

51.14%，这也是促进房地产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原因。

2.3.2 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

伟设想，要求陕西省找准定位，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的大格

局。陕西省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是沟通内陆与亚欧大陆

桥的交通枢纽，承接东部及全球产业转移的有利区域、丝绸之

路经济带最大的物流中心。近年来，陕西充分发挥自身特点，

加快构建“立体新丝路”，同时发展空中丝绸、陆路丝绸与网上

丝绸；另外，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电影节等成功举办，设

立西安驻中亚国家的经贸办事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口岸实

行“72小时过境免签”，积极构建多元化交流合作机制等，努力

将陕西打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

加快建设陆空通道，促进道路联通。西安咸阳机场加速发

展，已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相通，通航城市达 22个，已成为中国

十大机场之一。2013年 11月，开通第一个国际化的货运班列

“长安号”，成为了快速衔接西方的桥梁，加速陕西省陆路运

输，其目前已实现常态化运行。

加快货币流通，促进金融发展。加强与沿线城市在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中心建设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努力办好

欧亚经济论坛金融合作会议和西安金融高峰论坛，加强与国

家金融管理机构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沟通联系，争取上合组织

开发银行落户西安；积极引进更多国际银行、证券、期货、保

险、信托、租赁等金融总部或分支机构进驻西安金融商务区。

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陕西历史文化

遗存丰沛，要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3.1 现代服务业总体规模小、比重低

陕西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在 21世纪以后开始加

速发展的，2000年以来，陕西省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

不断优化，但不容忽视的是，陕西省服务业总体比重偏低，截

止 2017 年，陕西省服务业占陕西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仅

34.6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75%的水平，也低于全国 44.6%的

平均水平，且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偏低，长期低于发达

国家 70%的水平[2]。

2010-2017年，陕西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服务业增加值由 2010 年的 2546.59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5009.65 亿元，占 GDP 的比重由 39.32%变为

34.66%。2008-2012 年底，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由

1965.71亿元增加到 2017年的 3530.48亿元。同一时期我省现

代服务业各部门创造的 GDP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总体来

说，陕西省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状况令人鼓舞，其产值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但其所占比重不太理想，近年现代服务业占生产

总值的比重均未超过 50%，陕西省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

主，按照英格尔斯现代化的标准，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大于 50%，世界平均水平为 65%，与之相比，我省现

代服务业明显落后，所以我们需要对陕西省现代服务业的行

业结构优化升级。

3.2 区域发展不平衡，内部结构不合理

陕西省三大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关中地

区最高，占服务业比重超过 50%，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

靠西安第三产业在本区的规模和比重所带来的平均结果，除

去西安，宝鸡、渭南、铜川、咸阳、杨凌示范区五地占第三产业

比重约为 26%，陕南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为 11.88%，陕西省

现代服务业的水平和规模在区域分布上差异非常大，各区域

之间协调性较差。三大区域自然资源、基础环境等的不同是区

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其次，固定资产投资不合理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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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原因，相较于陕南、陕北地区，关中资产投资最大，其发

展速度也相应最快。

陕西省服务业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商贸、仓储、餐饮

和住宿等传统服务业仍是陕西省第三产业的主体，而金融、通

讯、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育不足，导致服务业仍处于低层

次结构水平。总的来说,各行业发展速度差异较大。服务业中传

统服务业比重明显偏高，服务业的知识密集程度与发达国家

有很大差距。虽然近几年服务业内部结构有所改善，新兴产业

有一定的升级趋向，如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服

务业比重都有所上升，但还没有成为产业增长的主体，传统行

业仍是带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截止 2012年传统的批发

和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仍占服务业的

38.05%，与现代产业相联系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信息

传输 计算机软件，教育，科研和地质勘查等服务业的发展相

对明显不足。

3.3 产业化程度低，缺乏核心竞争力

陕西省服务业缺乏领导者，除了西安上有几家较大规模

的服务业主体外，其它服务业的规模都不大，小型服务企业较

多，使得服务业整体竞争能力较差，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在

物流行业，除西安以外，其他地区很少有仓储企业，物流配送

中心几乎没有，物流企业信息化程度低。在 2012年全国展开

的重点服务业企业调查试点中，我省符合国家限额标准的企

业只有 225家，全国调查企业共计 2.5万余家，占全国不足

1%，仅为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的十分之一。其次，全

省在流通领域具有规模效应、市场竞争力强、影响力广的大型

企业不多，2011年销售过百亿元贸易企业仅 8家，过 50亿元

的 19家，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

3.4 高端专业人才缺乏，体系支撑不完善

虽然陕西是一个教育大省，拥有众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

所，但对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技术、管理和人才方面

的支持作用还不明显，与国内外发达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计算机通讯、金融保险业、管理咨询业和高端商务服务业等知

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

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大量较高素质和专业水平的人才。另外现

代服务业需要综合的、配套的、快速反应的体系作为支撑，目

前，陕西省服务支撑体系尚不完善，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整体

水平不高，影响服务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4 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议与对策

4.1 加强科学规划，加快关中地区创新发展

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地区差异较大，关中地区明显领先于

陕南、陕北地区，在关中区域，仅西安市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

投资占陕西省的一半以上，因此，必须对关中地区进行科学规

划，推动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陕南地区是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与关

中地区差距较大。陕南地区应结合自身特点，凭借其丰富的资

源优势，加快陕南现代服务业发展。

首先，陕南地区可以在农业基础上，加快发展农业聚集

区，从而促进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其次，陕南地区可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借助技术、

资源等优势，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如生态旅游、绿色产品等现

代服务业。

此外，陕南还可借助交通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房地产

业，促进陕南地区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

4.3 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陕北地区持续发展

陕北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水平落后，陕北地

区要实现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必须调整其产业结构[3]。榆林

市是陕西省能源储备地，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石油资源，但其发

展以工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榆林市要调整产业结构，必须

推进其资源的深度转化，大力发展与能源产业紧密联系的技

术、制造、咨询、评估等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次，

在开采能源的同时，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使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延安市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具

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自然人文资源丰富。

5 结语

研究现代服务业,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课题。

首先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阐述现代服务业的内

涵、特征，并对陕西省现代服务业的范围限度进行了界定。首

先剖析了陕西省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

其次从就业结构、行业发展水平以及地区发展三方面对

陕西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

最后，根据前文分析总结陕西现代服务业存在问题与症

结所在,剖析陕西发展现代服务业内部的优势势、外部的机遇

和威胁,从而对陕西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出有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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