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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不断催生着服务业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服

务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广东、江苏和浙江的服务业较为发达，山东

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活动与三省相比有何特点和不同，值得研究，以期发

现问题、总结经验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服务业发展现状 

（一）企业和从业人员数量有增长但增幅不大 

至 2017年底，山东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以下简称规上服务业）共有

27422家企业，与 2014年相比增加了 2531家，广东、浙江和江苏分别增

加 14475家、6576家和 744家；就业人员 218.3万人，居四省末位，比

2014年仅增加 11.5 万人，广东和浙江分别增加 108.0 万人和 54.7 万人。 

 

图 1  2017 年四省规上服务业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数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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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收入滞涨，利润有所下滑 

2017 年，山东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6888.2 亿元，相当

于广东的近四成，江苏和浙江的六成左右；利润总额 1655.3 亿元，相当

于广东的 27.5%，江苏的 60.1%，浙江的 56.5%。与 2016 年相比，主营业

务收入滞涨，利润有所下滑，同期江苏和浙江均呈良好上涨态势，广东主

营业务收入虽然 2016年出现下滑，但 2017年增长良好，与三省相比优势

明显。 

 

 

 

 

 

 

 

 

图 2  2014～2017年四省规上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额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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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4～2017 年规上服务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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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 年规上服务业实现四类创新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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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工艺创新的企业比重，山东这一特点更为突出，这是与工业企业不

同的特点，工业企业两大类创新的比重差异较小或互有高低。究其原因：

一方面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可以直接形成有价值的产品，因而更重视产

品和工艺类创新，服务业更侧重于为客户提供面对面的产品服务，创新往

往是技术创新与服务模式结合产生有价值的新服务，故而营销和组织创新

较多；另一方面则与国内服务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发达国家的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成熟且技术含量高，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是以提高产业链中

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以研发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

型生产性服务业占有重要地位，其技术创新更为活跃。国内和我省的生产

性服务业无论是发展规模、水平还是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支撑力度等差距

较大，对提升服务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力有限。从服务业自身的健康

发展和满足制造业创新的需求来看，技术创新应引起更高的重视。 

（四）现代服务业创新更为活跃 

2017年，山东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开展创新和实现创新

的企业比重均遥遥领先于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第二位。

传统服务业创新活跃度较低。 

 

图 5  2016～2017年山东各服务行业创新活动情况 

（数据来源：山东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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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 R&D经费和人员的行业分布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两行业合计拥有服务业 90%以上的创新资源，

服务业创新资源行业集中度明显高于制造业。 

三、服务业创新产出 

（一）新产品销售收入偏低，层次不高 

2017 年，山东省规上服务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2767.9 亿元，相当

于广东的 21.8%，浙江的 41.5%，江苏的 50.5%，新产品销售收入偏低，虽

然与山东服务业规模较小有关，但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 7.5%，仍

是四省中最低的，比广东低 5.9个百分点，比浙江和江苏分别低 3.2和 1.5

个百分点，也低于全国 9.3%的平均水平。 

从产品新颖程度看，山东服务业达到市场新的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重为 2.1%（本企业新的比重为 5.4%），广东为 4.9%，江苏 3.5%，浙江

2.7%，山东也低于全国 3.1%的平均水平，相对而言，山东服务业达到市场

新水平的产品比重差距更为明显。这一结果与前述山东服务业实现产品创

新的企业比例偏低是相对应的。 

 

图 6  2017年四省规上服务业新产品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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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服务业尚未成为新产品市场的主体力量 

从山东服务业各行业来看，批发零售业规模大，新产品销售额最高，

比上年增长 9.4%；交通运输业比上年下降了 23.2%，仍居第二位，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8.2%，居第三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大

幅增长了 74%，应与政府加大对科研院所等的投入和支持有关。 

从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明显高于其他传统行业，但对整体比重

提升的作用不明显，原因有二：一是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

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新产品仅保持稳步增长，并未爆发式增长；二是这些行

业规模偏小，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虽有较大增长，但其新产品销售额

仅相当于批发零售业的 9.2%，尚未成为主体力量。 

      

图 7  2017年山东服务行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山东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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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如传化物流在全国首创“公路港”服务模式；淘工厂、生意帮、瓦

栏网等是服务于块状经济的分散产能共享平台，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等。

从山东现实情况来看，传统服务业企业网络化、信息化水平仍然不高，新

兴服务业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服务业无论是与一、二产业的

融合还是自身产业间的融合程度仍然不高，尤其是关联性大、技术含量高

的高端产业融合较少。 

（二）传统服务业比重偏高是重要原因 

从山东服务业结构来看，仍是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占据

优势，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偏小。2017年，山东金融业增加值

占服务业的比重为 10.5%，而江苏为 15.5%（2016年），广东 14.3%，浙江

也达到 1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所占比重仅为 3.3%，与

浙江（10.6%）和广东（7.9%）差距较大，也低于江苏 6.4%（2016年）的

比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为 3.3%，略高于其他三省。这

些行业辐射带动性强，不仅对提升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也对制

造业和农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行业，其发展规模偏小是我省服务业创新不够活跃和产出偏

低的重要原因。 

 

图 8  2017 年四省各行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 

（数据来源：四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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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策与建议 

（一）夯实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基础，提升核心竞争力 

目前我省服务业创新以模式创新、营销创新等类型居多，随着信息技

术的更广泛应用，以及不断升级的差异性和个性化消费要求，服务的深度

和广度在不断扩展，向供应链服务、价值链服务、产业链服务等全流程发

展，需要大数据的挖掘和技术支撑，创新将越发依赖技术的持续投入和积

累，以构建难以模仿、不易超越的核心竞争力。山东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是

相对短板，应加强高端研发平台建设，依托省科学院等研发机构，瞄准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批技术和产业的前沿领域，搭建技术创新支撑平台，

为创新服务提供源头支持。 

（二）支持重点领域的服务创新，推动新兴服务业发展 

应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金融、医养健康、文化创意和精品旅游

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其他行业的创新提供重要

的技术支持和延伸空间，应抓住工业互联网扩张发展的战略机遇，支持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

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等多种方式结合，推动服务创新的繁

荣和发展。 

（三）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和创新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是提升服务业层次

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对应着巨大的生产

性服务需求，但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偏小，且需求仍主要集中在交通

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信息和科技服务业等对制造业的支撑仍然

不足。应拓展大数据在制造业行业领域的深度创新应用，加速工业大数据

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和售后服务等各环节的全流程应用；提升服

务型制造层次，支持工业设计产业、工业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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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四）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程度 

根据农业普查资料，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省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

在全国排第二十九位，从一个侧面说明山东现代服务业相对落后的一个具

体原因。目前我省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多集中在产中阶段，以种养等生产环

节技术为主，应建立全方位的农业服务人才体系，提高农业服务专业化水

平，将农业服务向产前资料供应、资金信贷、保险服务以及产后收购、运

输、销售、加工、仓储等服务扩展。此外，在加强农业公共服务和公益性

服务的同时，应强化对市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业态创新的引导支

持政策。 

（五）培养和吸引创新人才，提高服务业人才队伍素质 

我省信息和软件服务、科技服务、现代金融、文化创意等领域人才数

量仍偏少，在收入水平、城市建设以及对高层次人才的集聚效应等方面与

先进省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为此应加大对服务业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力度：

一是加大服务业高端智力资源引进力度，吸引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高层人才、

知名科技企业高管等战略性人才。二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产业需

求为导向，推动高校院所和企业联合培养对口的“新工科”生产性服务业

人才。三是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强化职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教育，推进

技能培训基地建设，为人才提供服务行业新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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