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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服务业是异质性强、包含复杂的庞大产业，其内部不仅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

型部门，而且包括新兴的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部门；既有完全由市场提供产

品的部门，也有由政府、非营利机构和受管制企业提供产品的部门。高端服务业

是指服务业中知识密集、高附加值、辐射带动力强的行业。 

服务业占某国家或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是人们熟知的普

遍规律。但服务业比重不会无限度地上升，随着三次产业的相对比重逐步趋向均

衡点，服务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内部素质和内部结构的提升。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是服务业结构提升的结果与表现。 

目前，高端服务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较少。本书针对高端服

务业的基本概念、内涵，发展规律、模式，影响因素以及评价方法，展开了详细

的分析与论证，并对细分行业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力求呈现出一

个完整、全面、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发达国家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之后，高端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的比例

越来越大，国际化大都市达到 60%以上。全球高端服务业在服务业出口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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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5年的 37%逐渐提高到 2007年的 47%，成为推动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增长的

主要力量。我国的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比重只有 20%，发展的紧迫性

显而易见。高端服务业因其核心资源为高科技、高人力资本等非物质资源，具有

可再生性、非磨损性和无限增值性，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可见，发展高

端服务业对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讲，意义重

大。为此，本书深入分析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现状、趋势，总结发展经验，

以期对我国发展高端服务业有所启示，对实践有所帮助。 

本人本着求实、求真、求新的态度撰写本书，恪尽十二分的努力，但由于本

人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赵立华     

                                2012年 5月 15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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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自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呈现出从“工业

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

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据统计，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

家已超过 70%，中等收入国家接近 60%，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 40%左右。

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服务业也呈现出从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演进、从低

层次服务业向高层次服务业演进的发展趋势。 

在工业化前期，商业、交通等传统服务业占据服务业主导地位，高端服务业

处于萌芽状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业化的兴起带动金融、保险、商务服务

等高端服务业开始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全球发达经济体向服务经济时代快速迈进，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文化、教育、

医疗等高端服务业加快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成为推动发达经济体发展的强

大动力。当前，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全球 GDP的 40%以上，国际化大都市的

高端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更是高达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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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信息革命的兴起，对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信息革

命带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产业的加速融合，催生了一批全新的高端服务行业，

如通信、广播影视、服务外包等。与此同时，中间服务环节渐渐从制造业中被剥

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扩大了高端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如研发、

设计、技术支持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赋予传统服务业崭新的内涵，大大加快

了如金融、物流等传统服务行业走向高端的步伐。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发展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的严峻挑

战，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

向的战略背景下，积极推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发展共识。高端服务

业具有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因此，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对于进一步通过结构调

整克服服务业的增长瓶颈，实现我国服务业整体的提升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端服务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端服务业被认为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它们在制造业增长放缓的过程中蓬

勃发展，并逐渐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领头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发达国家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之后，其高端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的比例也

越来越大。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正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和

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1.高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发达国家的高端服务业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在

服务业中的比重呈现递增的趋势。从美国的情况看，高端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