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寻找市场、占领市场。他们虽然无

纺织业却发展了成衣市场、 无木材却

发展了家俱市场、 无山石却发展了石

板材市场，“无中生有”地做到了从

“三无到三有”。这说明， 决定一项

产业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其自然资源优

胜， 而在于一种把握市 场的经营理

念，取决于合理、 科学利用资源的发

展思路。

六、树立以 “才” 生财的意识。

贫困落后地区发展财源，除了开明开

放地倚靠外援、 招商引资外，更应着

力于引 “知”，要懂得引进出类拔萃

的人才， 这决不亚于引进千百万资

金。所以，我们要不拘一格引人才，

甘花 “血本” 养人才。一要营造重

视人才的舆论氛围，要在精神与物质

上对人才进行奖励，使全社会都来尊

重人才。二要给人才一个优越的物质

环境，给那些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

人以优厚的待遇。如西安杨凌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园，企业家以现金入

股，科学家以科技入股，共同创办实

业股份公司，在短时间内涌现出一大

批百万资产的科学家群体。农民感慨

地说： “过去一头羊只卖 1 0 0 多元

钱， 而科学 家培育的 优 良种羊能 卖

10000 多元钱，整整翻了 100 倍。”

充分体现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也表明科学成果商品价值转换

的新模式是发展生产的有效途径。因

此，我们必须通过创造优良的人才环

境吸引人才，通过人才资源的巨大作

用快速拓展财源。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财政

局）

经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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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拓展服务业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何一涛

以扩大就业为重点，大力发展服

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也是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近几年，随着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服务业也

发展迅速，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提高。1979年，服务业增加值在G D P

中的比重只占 21. 4% ， 2001年达到

33. 6% ，提高了 12个百分点。1992

年以来，电信、 金融保险、 房地产、

文化体育、 科技综合服务等附加值较

高的新兴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商贸餐

饮、 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传统产业

的服务水平得到提高。

目前，在绝大多数商品都处于供

过于求的情况下，服务产品仍然存在

明显的供给不足，处于供不应求的局

面。路难行， 病难看， 买 票排队，

交费排队……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折

射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 服

务业不仅总量 不足，而且结构不合

理。运输 、 仓储、 商贸 、 餐饮等传

统服务业比重过高， 而金融、 电信、

房地产、 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

重不足。此外， 服务领域狭小，服

务水平不高，也是服务业面临的突出

问题。有专家指出，服务业如不加快

发展，有可能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的瓶颈。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服务业占

国民经济的比重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

家，也低于一些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

中国家。1999年，我国服务业就业比

重为26.9% 。而美国和加拿大达74%，

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为 5 0 % 到

70%。可见，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十

分巨大。

大力发展服务业非常必要，也十

分迫切，它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取决于服务

业能否以快于其他两大产业的速度增

长。因为，我国第一产业增长速度近

1 0 年来一直在 5 % 以下徘徊，“十

五” 期间，第一产业增长速度难以超

过 “九五” 时期年均增长 3.5% 的水

平。虽然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一直高于

其他产业，但在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的

情况下，第二产业的增长空间也受到

很大限制。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国内

消费结构转换和一、二产业结构升级

对第三产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将会减

弱，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拉动效

应可能表现在水平较高的服务领域，

而我国 服务业处于低 水平状态， 因

此，这种拉动效应更多地成为国外第

三产业在我国扩张的机遇。

二、发展服务业是缓解就业压力

的需要。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

要渠道，2000 年， 我国第三产业就

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27.5%，与

发达国家 60 ～ 80% 的水平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这说明，我国第三产业

尚有巨大的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据统

计，近几年服务业平均每年吸收就业

人员近 800万，是工业和建筑业的 2.
8 倍。“十五” 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劳

动人口将达到 1100 万人，按 73% 的

劳动参与率测算， 每年要安置 800多

万人就业，总量超过了 “九五” 时期。

由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部

分职工的下岗分流、 城市化的推进和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都使得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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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期就业压力大大超过 “九五”

时期。发展服务业，对缓解就业压力

有着重要意义。

三、发展服务业是提高国际竞争

力的需要。我国各产业长期在高度保

护下生存，竞争力较弱。面对激烈的

国际竞争， 只有提高自身的竞争能

力，才能生存和发展。服务业的快速

发展，将为第一、 第二产业提供更

好、 更多的服务，从而增强这些产业

的竞争能力。

四 、发展服务业是改善居民生活

质量的需要， 也是应对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挑战的需要。目前，在我国第三

产业的许多行业与部门中，至今仍实

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

与全球放松管制的大趋势格格不入，

这种状况不及时改变，很多企业竞争

能力和服务意识不强的状态也难以迅

速改变。今后， 国内服务市场的开放

度必将大大提高， 国际竞争更为激

烈，这对尚处于幼稚阶段、 总体竞争

实力还很弱的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势

必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同时，

入世有助于推进第三产业的各行业改

革，提高第三产业的整体效率和服务

水平；有助于填补第三产业的 “空

白”，促进新兴服务业的生长；有助

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

经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从总体上看，我国发展服务业的

潜力巨大，机遇大于挑战。鉴于我国

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及

机遇，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把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大 战略选择， 充分 抓住入世的机
遇， 加速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要

把扩大总量、 优化结构作为发展服务

业的首要任务。按照 “十五” 计划

要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要

适当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争取

达到7.5%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提高到 36% 。 要深化改革，突出

重点，把扩大就业作为当前加快发展

服务业的重要任务，大力发展劳动密

集型的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吸纳劳

动力的主渠道。

（作者单位：北京市物资集团总

公司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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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是影响

现代经济发展的两大难题。自1997年

以来，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顽

症，其对经济的杀伤力比通货膨胀有

过之而无不及。目前理论界对通货紧

缩的成因和标准尚未达成一致看法，

各国政府在实践中也没有特别有效的

对付通货紧缩的办法和对策。一般意

义上的通货紧缩是指由于货币供应量

的减少或其增幅滞后于生产增长的幅

度，致使市场上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

求小于总供给，从而出现物价总水平

的下降。但单纯的物价下降并不一定

意味出现了通货紧缩，判断经济是否

陷入了通货紧缩，需要看价格总水平

是否持续下降，持续期至少在半年以

上。而从目前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

况来看，可以说这个特点已经具备。

一， 近段时期我国 C P I持

续走低， 货币供应量增速放

缓 ， 通货紧缩迹象非常明显

从宏观层面上看，今年前 5个月

由于需求不足引发的通货紧缩仍然是

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作为宏观

经济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

前 5 个月均大幅走低， 1 — 5 月份累

计同比下跌 5个百分点， 无论批发还

是零售业，产业上游价格还是下游价

格，一、 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 价

格走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C P I（消

费价格指数 ）在 3 月份开始掉头向

下， 4月份达到 —1.3%，创下 1999年

8月以来单月最大降幅， 5月份达到 —

1.1% ， 预计未来几月 C P I仍会延续下

降趋势。商品零售价格也持续低位运

行，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同比

下降 1.6%， 而 1— 5月份 C P I则整体

降低 0.8 个百分点， 通货紧缩现象有

逐步加剧的趋势。

消费价格的持续走低使实际利率

上升， 从而对市场利率构成一种下行

的压力。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平均利

率逐月走低， 1 — 5 月分别为 2.37% 、

2.27% 、 2.22% 、 2.16% 和2.12% ， 累计

为 2.24%，比去年同期的 2.57% 低了

0.33个百分点。由于银行间同业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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