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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业继续平稳恢复

内容摘要：上半年，随着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进一步巩固，服务业延续稳步恢复态势，新动

能快速发展，投资结构和外贸结构逐步改善，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落地，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发展提速，服务业将继续

稳步恢复。但也要注意到，短期内服务业结构性失业难以

消除、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应采取多种方式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夯实消费

基础，为服务业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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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业结构优化步伐加快

（一）服务业生产经营稳步复苏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增强。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 296611

亿元，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均增长 4.9%。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55.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3.0%，拉动 GDP 增长 6.7

个百分点，分别高出第二产业 16.8 个、9.4 个和 1.2 个百分点。分

季度看，一、二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5.6%和 8.3%，两年平均

增速分别为 4.7%和 5.1%。

服务业生产投资持续回暖。上半年，服务业生产指数为 21.5%；

6 月份当月 10.9%，两年平均为 6.5%。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

1 季度和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 24.1%和 10.7%，两年平均增长 4%和

4.8%。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 28.6%和 12%，

分别高于服务业 4.5 个和 1.3 个百分点。分结构看，电子商务服务业、

检验检测服务业和研发设计服务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同比增

速分别为 32.9%、30.1%和 28.4%。1—6 月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4827.7 亿元，同比增长 33.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79.4%。

企业经营效益和预期继续改善。1—5 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1.9%，两年平均增速 11.1%，较 1—4 月份提升

0.2 个百分点，高于 2019 年同期增速 1.0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增长较快，前 5 个月分别为 28.8%和 34.8%，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17.4%和 11.8%。6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3%，连续 16 个

月高于临界点。从行业情况看，与线上消费密切相关的邮政快递、电

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均位



— ３ —

于 57.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货币金融服务、保险业均位于 60.0%

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

表 1 服务业相关统计指标 单位：%

生产指数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当月指数 两年平均
累计同比

增速

两年平均

增速

累计同比

增速

两年平均

增速

2 月 31.1 6.8 37.8 10

3 月 25.3 6.8 24.1 4 37.1 10.2

4 月 18.2 6.2 34.4 10.9

5 月 12.5 6.6 31.9 11.1

6 月 10.9 6.5 10.7 4.8

数据来源：根据统计局数据整理。

（二）服务业新动能带动作用明显

现代服务业保持稳定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20.3%、13.6%和 4.7%，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17.3%、6.1%和 5.6%，合计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4.1 个百分点。6 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9.5%、6.7%和 4.7%，两年平均分别增

长 16.6%、5.3%和 6.1%，合计拉动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3.7 个百分点。

服务业新业态发展活跃。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8.7%，两年平均增长 16.5%，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3.7%。我国假日市场今年以来恢复明显，春节、清明、劳动节和端

午假期国内旅游人数分别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75.3%、94.5%、103.2%

和 98.7%；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 75.3%、94.5%、103.2%

和 98.7%。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二季度以来每月业务量近百亿

件，业务量突破 500 亿件仅用时 6 个月，较 2020 年提前两个月。移

动互联网流量持续快速增长，1—6 月份累计达到 1033 亿 GB，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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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8.6%，连续 4 个月加速增长；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4.5%和 34.3%，两年

平均分别增长 24.6%和 21.2%，均明显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总体

水平。

（三）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步伐加快

服务贸易规模有所下降，服务出口整体好于进口。3 月末我国服

务贸易增速实现疫情以来首次转正，此后逐渐好转，1-5 月服务进出

口总额 19380.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7%。分结构看，服务出口

表现明显好于进口，服务出口 9117.8 亿元，增长 20.1%；服务进口

总额 10262.8 亿元，下降 7.5%。服务出口增速快于进口 27.6 个百分

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持续下降，截止到 5 月底服务贸易逆差 1144.9

亿元，下降 67.3%，同比减少 5275.2 亿元。

表 2 2021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数据

进出口

总额
增速

出口

总额
增速

进口

总额
增速

贸易

逆差
增速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亿元 %

2021-02 7139.8 -3.6 3353.5 21.9 3786.3 -18.6 432.8 -77.2

2021-03 11581.9 0.5 5457.5 22.8 6124.4 -13.5 666.9 -74.7

2021-04 15644.5 3.3 7462.1 23.2 8182.4 -10 720.4 -76.3

2021-05 19380.6 3.7 9117.8 20.1 10262.8 -7.5 1144.9 -67.3

注：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增速均为累计增速。

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升级速度加快。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

易继续延续去年以来的快速发展态势，前 5 个月进出口 8989.9 亿元，

增长 11%，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6.4%。其中，知识密

集型服务出口 4933.3 亿元，增长 14.4%，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4.1%，

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分别增长 32.6%、22.6%、14.7%；知识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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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进口 4056.6 亿元，增长 7.3%，占服务进口总额的 39.5%，进口

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分

别增长 26.7%、25.3%、20.1%。

表 3 2021 年知识密集型贸易进出口相关数据

贸易

总额
增速

占全部服务

贸易比重

出口

总额
增速

进口

总额
增速

单位 亿元 % % 亿元 % 亿元 %

2021-02 3241.6 17.2 45.4 1826.1 14.7 1415.4 20.6

2021-03 5395 15.5 46.6 3010.3 14.7 2384.7 16.6

2021-04 7325.3 14.9 46.8 4135.1 17.5 3190.2 11.8

2021-05 8989.9 11 46.4 4933.3 14.4 4056.6 7.3

注：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增速均为累计增速。

二、服务业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业就业恢复尚需时日

接触性服务业是受疫情冲击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行业之一。从

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看，2021 年以来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最低为 1

月份，仅为 46.9%，此后升高至 48%以上，但是 5 月份广东省重新出

现散点疫情后，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对整体消费产生拖累，当月服务

业就业指数又下降至 47.6%。服务业就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

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可以做到线上等非接触性服务，因此当前

服务业就业指数的走低，说明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压力仍

大。疫情防控导致接触性的消费恢复缓慢，服务业结构性失业问题短

期内难以解决，恢复尚待时日。

（二）服务贸易抵御风险能力有待加强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服务贸易都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资源

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作为支撑，而航空、通讯、建筑等资本密集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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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以及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中国服

务贸易的贡献微弱。我国新兴服务业在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仅为

35%左右，无法抵消以旅行服务为代表的传统服务贸易下降大势。1-5

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3070.7 亿元，同比下降 36.9%，比 2019 年

同期下降 64%。从表 3 看，包含旅行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速仅为 3.7%，

而剔除旅行的服务进出口增速达到 18%。另外，中国传统服务部门的

进出口结构不合理，例如，运输服务贸易 87%都集中在盈利能力较弱

的海运业，而且比较优势在逐步减弱，逆差逐年扩大，大大削弱了我

国服务贸易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表 4 1-5 月包含旅游和剔除旅游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

服务进

出口

剔除旅行

的服务进

出口

服务出口

剔除旅行

的服务出

口

服务进口
剔除旅行的

服务进口

2021-02 -3.6 21.1 21.9 29.1 -18.6 12.4

2021-03 0.5 21.1 22.8 28.2 -13.5 13.6

2021-04 3.3 20.6 23.2 27.9 -10 12.7

2021-05 3.7 18 20.1 24.3 -7.5 11.4

注：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增速均为累计增速。

（三）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长动力不足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滞后，存在供给质量不高、市场化程

度较低、服务功能单一、参与全球化程度不深等问题，服务增加值仅

占 GDP 的 1/4，远低于发达国家 70%的水平。今年以来，疫情的反复

导致工业生产边际继续走弱，加之环保安全限产政策和原材料成本上

升等影响，6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 6.5％，较 5 月份

回落 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高位边际放缓。在企业经营不景气的

情况下，生产性服务消费首当其冲成为被压缩的对象，特别是与工业

生产关系密切的研发设计、融资租赁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会受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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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动力不足加剧。

三、服务业将继续平稳恢复

（一）政策落地保障服务业快速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 3 月份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在服

务业开放方面，国务院 4 月份发布《同意在天津、上海、海南、重庆

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将全面推进中国服务业对外

开放；商务部发布《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将

加快制订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下半年，各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将逐步推进实施，有利于服务业企业增强信心、加速复工复产，

推动我国服务业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二）新基建将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

一是新基建将极大完善服务业基础。以 5G、数据中心、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为主的数字‘新基建’的逐步落地，为数字服务业的

创新和广泛应用带来更大发展空间，将极大的完善服务业的发展基

础，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二是新基建

有助于公共服务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抗疫特别国债使用的

范畴除了基建投资的三个行业之外，还包括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

养老等民生服务、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会增加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甚至是房地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相关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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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经济成为服务业重要发展方向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断加深，数字经济成为服务业重要发

展方向。一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全面提速。从国家层面到各地各部门，

再到各行业企业，危中寻机加快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共识，疫情中催

生了一批新的需求，1-6 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20.3%，两年复合增长率明显高于全部工业的复合增长

率，这些新需求反过来又推动了数字技术加速创新。二是企业数字化

转型需求加大，拉动数字服务业快速恢复。领先的制造企业将依托数

字化平台，增强产业链协同，强化生态控制；中小企业将追求轻量化，

减小经营成本。企业云化趋势更强，数据中台、云服务、以及各种在

线专业化服务会迎来机遇。

四、政策建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要着眼长远、化危为机，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服务业恢复

稳定增长。

（一）加快生产性服务发展

一是营造“两业”深度融合的政策环境。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在

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之间的政策差异。对市场准入、监管模

式等各方面进行明确，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准入门槛，避免政府过度

干预，构建支持产业融合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与新服务快速发展的

宽松政策环境。根据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积极制定并实施适用于生

产性服务业专业性强、产业融合度高和各类交叉行业等特点的税收政

策和税收优惠细则。二是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着力发展工业

软件、工业互联网、供应链管理等新兴服务业，以及发展数字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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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引领制造业向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

和发展模式转变。立足于满足制造业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支

持有优势的服务业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

造跨界融合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三是发展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新兴

服务。实施“两业”融合众创金融试点工作，开展债券发行、信用贷

款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依托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自主创

新示范区等创新开放载体，整合优势科研和教育资源等，建立一体化

的制造业服务化公共创新平台和动态创新链。

（二）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促进就业

一是创新就业机制。明确灵活用工政策，鼓励服务业企业开展共

享员工、兼职、非全日制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探索。创新保障模式，

支持企业实施综合工时制和适当放宽非全日制员工每天工作时间限

制。二是创造更多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带动就业，引导地方加大农村公路、小型水利、垃圾污水处理公共卫

生、冷链物流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力度，新上一批带动就业

能力强的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无法外出的农民工就业。三是提升就业

的信息化引导。推进乡村公共就业服务全程信息化，打造线上线下一

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

转型。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监测，利用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渠道，

建立完善常态化、高效率的供求信息发布和对接机制。

（三）加快拓宽“服务外贸新业态”

一是推进跨境电商综试验区建设，促进传统外贸企业与跨境电商

平台融合发展，引导重点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发展网红直播、短视频等

新型商业模式，充分利用线上下单、“不见面”交易等优势积极拓展

业务。二是培育知名跨境电商出口平台及综合服务企业，从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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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贴息、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方面着手，加大对外贸易综合服

务企业的支持力度，带动周边地区商品出口。三是更大力度支持在相

关国家特别是重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海外仓，发挥企

业国际营销体系公共服务平台作用，整合各类境外展会资源，积极扩

大出口订单成交规模。

（四）完善国内消费环境

一是完善免税购物政策。放开跨境零售线下自提业务，优化退货

通路。进一步优化消费体验，允许跨境零售实行“门店展示、线上交

易、门店自提”。放开准予退货的条件，延长准予退货的时限，为企

业在保税仓内二次理货提供政策。扩大市内免税店试点范围，对免税

商品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延长曾有出境记录的消费者在市内免税店

“补购”期限，提高进境免税店购物限额。二是优化节假日制度。在

保持节假日天数总体稳定前提下，通过调休来增加加长版的小长假。

三是鼓励创新完善旅游服务。鼓励有能力的地方发放旅游消费券，抵

减景点门票、住宿和餐饮费用，更多让利于消费者。鼓励发展夜间旅

游和夜间消费，延长重点旅游景区的营业时间和热门文化场所的关闭

时间，有效分流游客，提升旅游体验。

（执笔: 刘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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