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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中心城市服务业的结构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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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环渤海区域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主要考察对象，以从业人员为主要指标，分析了该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

现状、内部结构差异及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认为，近年来环渤海区域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布局呈现梯度化

空间分布特征; 服务产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集中于行政级别较高的中心城市。研究还发现，环渤海区域服务业存在城市之

间服务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区位条件优越的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部分中心城市服务职能有待强

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根据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特点和城市的发展条件、遵循区别对待原则确定具体服务行业的发展

重点和优先顺序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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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环渤海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

河北、辽宁、山东三个省，区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5. 43%。该区域五省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互动关

系［1］，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政策倾

斜力度［2］，继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之后，环渤海地

区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热点，被视为拉

动 21 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环渤海经济圈

的城市规模及密度在我国沿海地区位居前列［3］，北

京、天津、沈阳、青岛、大连等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并通过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形

成了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大都市圈，构成

了环渤海经济圈的基本框架。现阶段，我国正处于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4］，

探讨环渤海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特点，有助于进一

步了解中心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心

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为城市与区域规划提供

新的视角，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 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环渤海

地区中心城市的界定，其二是对服务业内涵的界定。
首先，中心城市指对较大地域范围具有强大吸

引力和辐射力的、具有综合性职能的大中城市。中

心城市是区域空间结构中的重要节点，其城市性质

·56·

总第 202 期 城市问题 2012 年第 5 期

DOI:10.13239/j.bjsshkxy.cswt.2012.05.016



经济与社会

以多职能综合性为主，除包括生产职能外，许多中心

城市还承担着区域交通运输枢纽、政治和行政管理

中心等职能。本研究将采用定量指标描述城市服务

业发展现状和内部结构特征，进而运用比较分析方

法分析城市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状态及中心城市

在分工发展中的职能分化。为了兼顾研究问题的针

对性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本研究中中心城市的选

择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在基础分析方面，以环渤海

区域地级及以上城市( 共 44 个) 为主要考察对象;

二是在初步分析结果讨论方面，选择京津冀、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三个都市圈区域的重点中心城市作为

分析对象。

其次，关于服务业的界定。服务业亦被称为

第三产业，主要指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2002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批 准 了 国 家 统 计 局 重 新 修 订 的 国 家 标 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T4754 － 2002 ) ，该标准

对 GB /T 4754 － 1994 进行了调整和增补，界定了

国民经济领域包括 20 个门类、95 个大类的行业。
此后，根据 GB /T4754 － 2002 制定的《三次产业划

分规定》，将第三产业划分为 15 类。本研究中的

服务业内涵主要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三

次产业划分规定》，并参考魏守华、韩晨霞的研究

文献［5］来界定( 表 1) 。

表 1 服务业内涵

第Ⅰ层次 第Ⅱ层次 第Ⅲ层次

服务产业

服务事业

生产性服务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金融

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 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公共物品性服务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准公共物品性服务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教育;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注: 其中Ⅰ、Ⅱ、Ⅲ为本研究所划分的层次。

三 测度过程及结果

考虑到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多样性，本

研究 选 择 的 主 要 测 度 指 标 是 区 位 商 数 ( Location
Quotient，LQ) ，该指标是区域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

的常用指标，用以衡量一个区域的特定产业重要程

度。其通用性使得基于该指标对地区城市服务业发

展做出客观评价并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成为可能。
其具体公式为:

LQ =
ei / e
Ei /E

其中: ei = 区域内 i 产业就业人数; e = 区域内

总就业人数; Ei = 参考地区 i 产业就业人数; E = 参

考地区总就业人数。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和经

济普查数据，测算结果如下。
以环渤海区域整体状况为基数，首先，从服务业

的第Ⅰ层次看，中心城市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均有

发展，体现了中心城市的综合性职能。进一步比较

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的相对优势可知，相对于地级

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直辖市( 北京、天津) 在服务产

业发展方面优势更明显，同时，在现阶段，大多数城

市服务事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较大。
从服务业的第Ⅱ层次看，2009 年，区位商结果

显示 44 个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主要体

现在服务产业的发展方面。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区

位商大于 1 的城市有 11 个，分别是北京市、潍坊巿、
盘锦市、衡水市、沧州市、济南市、秦皇岛市、石家庄

市、铁岭市、保定市、日照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在这

些城市内部也存在一定差异，北京、石家庄、济南均

属于各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而其他 8 个城市的区域

地位相对较弱。消费性服务业区位商大于 1 的城市

有 7 个，分别是北京市、东营市、天津市、大连市、丹
东市、济南市、威海巿，其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内部差

异性依然存在。公共物品性服务业和准公共物品服

务业区位商大于 1 的城市均较多。
就服务业的第Ⅲ层次看，2009 年，行政级别较

高的城市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也较快，其中，住宿和餐

饮业、房地产业的发展超过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业的发展，北京、大连上述两个服务业门类的区位商

均超过了 1。在生产性服务业中，行政级别较高的

城市( 北京、天津) 以及沿海城市( 唐山、营口、青岛、
大连、秦皇岛) 、区域中枢性城市( 石家庄、沈阳、济

南) 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较为

发达，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发展更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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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公共物品性服务业看，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大

致相当。从准公共物品性服务指标看，城市的发展

差距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方面，其中，前一产业门

类区位商大于 1. 1 的城市只有 3 个，分别是北京市、
廊坊市和东营市，而后一产业门类在北京市、承德市

和丹东市集中度较高。

四 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

异特征

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服

务业的发展直接决定其与外围区域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经济分工格局和空间结构组合，对整个区域发展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分析环渤海中心城市

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

环渤海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基础。
以第Ⅱ层次服务业数据为基础，环渤海区域中

心城市服务业的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 服务业空间分布梯度化明显

从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来看，服务业空间

分布的梯度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虽然 44 个城

市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均有所发展，生产性服务和

消费性服务等具有“高级服务”属性的服务业门类

较为集中，即尽管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的具体门类上有一定差异，但服务职能的集中度与

城市化水平成正相关。其二，在三个较为成熟的都

市圈体系中，具有“高级服务”属性的消费性和生产

性服务业多集中于核心城市。例如，北京在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区位商为 1． 6) 以及租赁

和商业服务业( 区位商为 1． 7) 等方面明显比其他城

市具有优势，同时，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等生活性服务业也相对于其他城市具

有优势。这种服务业空间分布的梯度特征符合经典

的中心地理论，环渤海区域内具有较高服务职能的

中心城市通过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级服务辐射和带动

区域发展，对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消费性服务集中于行政级别较高的中心城市

从需求角度看，一方面，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因其相对优越的就业和

工作环境成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地点，因此，相对于一

般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人口规模越大。另

一方面，根据恩格尔定律，消费结构的变化呈现如下

规律，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同时，其他消费支出比

重随之上升。在环渤海区域内部，北京、天津、青岛、
大连等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明显高

于其 他 城 市。例 如，2009 年，北 京 市 GDP 达 到

11865. 9 亿元，人均 GDP 已经突破 1 万美元。按照

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北京已属于中等富裕程度的

城市。随着人口和收入水平的增长，相应增长的消

费性服务需求量和需求强度均刺激了消费性服务的

集聚和发展，因此，该类服务产业门类在这些城市也

较为集中。
3． 公共物品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消费性服

务业相反

公共物品服务业涉及的主要服务业门类包括公

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等。就环渤海地区城市公共物品服务业空间分布

现状看，与消费性服务集中于行政级别较高的中心

城市不同，公共物品服务业从一般的地级市到行政

级别较高的城市呈现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特征。这

一空间分布特征的产生大体与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

展阶段有关。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近年来，京津冀

区域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民生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从都市圈内部发展看，北京、天津是核心城市，也是

全国经济发展环境较好的城市。一直以来，伴随人

口、经济的快速集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

展承受着沉重的压力。近年来，北京、天津切实将扩

大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作为社

会发展的重要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河北

省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与北京、天津相比，社会事

业和民生发展的空间很大，目前的问题多集中在社

会保障、医疗条件改善、食品安全卫生等基本社会发

展层面，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也较大，公

共物品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也较为集中。
4． 准公共物品服务的空间分布在局部城市的集

中度较高

准公共物品介于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

在本研究中，准公共物品服务涵盖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察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教

育;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四个门类。从定量研究的

结果看，除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教育

外，其他两种准公共物品性服务的空间集中度较高。
如北京该两项服务业门类的区位商均超过 1，分别

达到 1． 45 和 1． 29。此外，天津、沈阳、大连、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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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青岛等城市的相关服务业门类集中度也较高。
通过对以上城市相关数据的归纳分析，本研究认为，

准公共物品服务这一空间分布特征的产生与城市发

展的制度环境具有相关性。
5． 服务产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集中于沿海地

区

环渤海区域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分布，绝大多数

城市凭借独特的区位条件发展了具有地区优势的服

务产业。综观服务产业中具体门类的空间分布可

知，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业偏向沿海的空间集中度

较高，其中，除典型的工业城市( 如唐山，该市服务

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度更高，以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及金融业为主) 外，大连、青岛两市的相

关服务业门类区位商均超过 1，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不过，也要看到，部分沿海城市如丹东、锦州、东营和

潍坊等，相应产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潍坊市的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四个主要生产性服务业

门类区位商均低于 0． 4，与其在区域中的地位和基

本职能不相协调，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
6． 生产性服务业在京津冀区域分布较为均衡

进一步比较环渤海地区中的京津冀、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三大都市圈区域可知，其服务产业的空间

分布均衡性的差异较大。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在京

津冀区域分布较为均衡，尽管在具体的生产性服务

业门类上还存在差异，但该区域内 13 个城市的生产

性服务业区位商基本稳定在 1 左右，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较为均衡，这为该区域的一

体化规划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相比京津冀区

域，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部分城市还需加大力度调

整其服务业的基本定位，实现区域服务产业的协调

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职能。

五 结论

服务业本身内涵丰富，从城市个体角度看，服务

业的发展可以满足居民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

需要;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城市是区域空间结构

的重要节点，城市通过辐射作用影响和制约临近区

域的发展。本研究认为，环渤海区域服务业整体水

平提升的同时，其内部的差异性较大。定量研究的

结果显示，环渤海区域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

着服务业空间分布梯度化明显，服务产业，尤其是消

费性服务更集中于行政级别较高的中心城市的特

征。此外，环渤海区域存在城市之间服务产业发展

不平衡、部分区位条件优越的城市服务业发展滞后

以及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部分城市中心城市服务职

能有待强化等问题。本研究认为，从具体城市的区

位条件、经济发展程度等角度出发，根据服务业内部

各行业的特点确定城市具体服务行业的发展重点和

优先顺序，应该成为环渤海区域“十二五”时期城市

产业结构优化工作的重点。

【Abstract】 Taking city － level or higher － level cities of
Circum － Bohai － Sea regio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using
the numbers of employees as the main indicators，this article de-
scribes the status of urban service industries’development，the
inner － structure differences and the features of spatial distribu-
tion in the central cities． Studies show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Circum － Bohai － Sea region is rapid in recent
years．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There is a spatial gradient of
service industry distribution． Service industries，especially con-
sumer services focus on central cities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
dustries in the central cities in Circum － Bohai － Sea area is une-
ven． The level of service industry in some central cities with ad-
vantageous location is lower，and more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to
strengthen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central cities in Liaoning Pen-
insula and Shandong Peninsula．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such as choosing the specific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cities
by the featur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Key words】 Circum － Bohai － Sea region; central city;

service industry; inner 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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