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院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

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21 世纪，服务业成为北京市十分

主要的经济增长点。石景山区作为北京的城区之一，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与振兴必将为大大改善北京市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北京市的综

合实力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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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石景山区的发展定位，从分析石景山区的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入手，针对石景山区服务业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提出一些进一步发展石景山区现代服务业的对
策和建议。

石景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明确提出石景山区的发展定位是：坚持首都文化娱乐
休闲区（CRD）的长远发展目标，把握全面转型、科学发展
的主题和“大调整、大建设、大发展”的主基调，按照“首都
绿色转型示范区”的发展定位，以低碳、绿色的发展理念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使石景山区成为经济发展强
劲、创新创意活跃、绿色生态文明、现代和谐宜居的首都新
城区。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断提升石景山区的竞争能力，大
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其重要的建设内容之一。

1 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及类型
1.1 现代服务业的概念
现代服务业又称新兴第三产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经

济全球化环境发展起来的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在国外
现代服务业的提法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KIBS）。

1.2 现代服务业的类型
目前，现代服务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现代经济

中催生出来的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计算机服务于软
件业、电子商务及移动商务、网络游戏产业等；二是被信息
化技术改造从而具有新的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服务业，如金
融、物流、教育、科学研究、各种咨询业务等。

现代服务业无论是属于上面的哪一种类型都具有如
下的共同特征，即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高人力资本含
量）、高度专业性、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
等特点。

北京现代服务业主要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产业
发展迅猛，北京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十
一五”期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北京服
务业仍保持了两位数的较高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3%（按可比价计算）。2010 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40.9%上升到 43.0%，而北京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则由 71.9%上升至 75.1%，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2011 年
底，北京市企业户数中第三产业比重达 90.01%（一产
0.67%，二产 9.32%，来源于北京市工商局发布的报告）。

石景山区作为北京市的城区之一，借助区位优势，
2010 年全区第三产业比重达 55%，较“十五”末上升了近
26个百分点。“十二五”开局之年的 2011年，石景山区第三
产业比重达 60%（北京市为 75%），比 2006 年提高了 29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相对北京市的整体水平而言，石景山
区的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还是比较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面对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背景，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国
内竞争，借助首钢涉钢产业的搬迁而置换出来的城市地带，
石景山区如何保持优势、抢占先机、使搬迁工业从“退二”后
如何实现高质量的“进三”，进而全面提升石景山区服务业水
平，成为摆在北京市和石景山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2 石景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几年来，石景山区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区域经济机构

得到了较大的优化。通过不断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
了大量现代服务业企业迁入。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
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发展，集聚企业超过 3000 家，比
2005 年增长了 10倍。搜狐畅游、盛大无限等一批龙头企
业落户，以网络游戏、影视动漫、数字媒体为特色的数值字
娱乐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综合商业、特色商业和电子商务
业发展迅速，现代金融企业快速发展（仅 2011 年新增现代
金融企业就达 62 家），旅游休闲产业发展强劲，这些都为
区域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2011 年 9月末，石景山区
现代服务业已达 1420家，现代服务业在石景山区的经济
发展中作用愈加明显，成为石景山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较好的带动了石景山区经济的良性发展。

2.1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石景山区域经济快速提升
在产业转型中，石景山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和

生产性服务业等全新领域。目前石景山区的文化创意产业
已由先导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和战略转型重点产业，带
动了服务业的整体发展。2011 年，全区第三产业实现增加
值 190 亿元，比 2007 年的 86.4 亿元，增长了一倍还多，
平均增速达到 28.7%，其中现代服务业主导作用进一步加
强，2011 年全区现代服务业实现收入 320 亿元，与 2007
年相比平均增速达 34.2%，实现利润总额 45 亿元，与
2007 年相比平均增速达 92.2%。

2.2 现代服务业吸纳就业效果显著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吸纳人员就业的

主渠道。截止到 2011 年 9月末，石景山区第三产业城镇
单位共 1420 家单位，从业人员 100274 人，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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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9 人，增长 7%，其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由 2010 年
同期的 57.2%提高到 62.4%，比重扩大了 5.2个百分点。

2.3 现代服务业单位数量稳步增加
几年来，石景山区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方针，着力改

善投资环境，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积极引进科技含量高
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并且以良好的政策环境、外部环境吸
引着这些企业安家落户。使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
比例不断加大，构筑石景山区经济竞争新优势。

如 2011 年 1-10 月石景山区新增统计登记单位
1494 家，其中法人单位 1420 家，占全部新增单位总量的
95.1％。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主导，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
发展。流通、信息、商务、科技四类生产性服务业新增企业
1119 家，占全部新增企业总数的 78.8％，注册资金达
76.5 亿元，占全部新增企业注册资金的 90.8％，其中新增
542家科技服务企业占到全部新增法人单位的近四成。

另外，几年来，房地产管理业，文化、教育业也是石景
山区现代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

3 石景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服务业总量不足，规模小，部分行业增加值偏低
首钢涉钢产业部分搬迁调整后，传统二产退出，全区

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规模小，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对区
域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支撑能力有限。虽然石景山区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5%，成为石景山区经济发展的
主要支柱，在全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仍然低于北京
市的平均水平，在北京市城区中还处于较后的位置。与发
达国家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更大（如目前发达
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一般都在 80%以上）。

3.2 经济结构不合理
石景山区三产比重为 55%，低于北京市 75.1%的平

均水平。这说明服务业的结构仍然存在很多矛盾，虽然经
过几年的局部调整，但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
彻底解决，现代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相对较为
滞后。

3.3 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匮乏
现代服务业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

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实现向现代服务业集聚
发展的转型，需要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而目前相关专业
的高技能人才相对较为缺乏，这必然影响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进程。

3.4 就业形势严峻
石景山区尚处于经济转型期，首钢涉钢产业搬迁后，

有部分富余人员需要安置，一次性农转居后的社会保障不
到位遗留问题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经济转型面临比较
严峻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压力较大。

虽然石景山区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吸纳人员就业的主
渠道，但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与发达国家比还相差甚远（发
达国家高达 70%左右，中等国家为 50%-60%）。就业问
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应尽可

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为石景山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

3.5 高端资源要素聚集能力不足
石景山区首都文化娱乐休闲区（CRD）建设虽然取得

巨大进展，但品牌形象为全社会接受尚需时日，对高端资
源的吸引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承载力与全面转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4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建议
实现石景山区“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服务业发展目

标，需要立足当前行业发展现状，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高
度重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北京市和石景山区的发展
功能定位，深化服务业综合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推动石景山区服务经济的规模、质量、效益和国际影响
力取得新的跨越。

4.1 结合石景山区功能定位和行业特征，恰当地选择
服务业的若干重点部门，如重点以北京市数字娱乐产业示
范基地为依托，发展以游戏软件开发和数字影视制作为核
心的数字娱乐产业；以北京信息安全产业基地为依托，发
展以信息安全系统基础平台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
信息安全技术为核心的信安产业；以现代制造设计技术为
核心的工业设计服务业，并提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及发展战
略。

4.2 鼓励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服务业优先发展，避免产
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

4.3 建议区政府从发展理念着手，优化服务业基础设
施和商业环境，加强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保护，进一步
开放政府服务市场，形成适宜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政
策环境。

4.4 重视加强创新人才的开发与引进，鼓励企业与在
区高校共建面向需求的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具有领先的策
划能力、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经营管理人才，形
成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4.5 正确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业，依托特定区域、
特别是楼宇资源，合理规划集群，发挥集群间的协同效应，
彰显石景山区服务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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