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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的发展，高端服务业逐渐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产业。发展具有高知

识密集性、高产业带动力与低消耗的高端服务业，有助于改善北京服务经济的结构与水平，促进经

济快速发展和世界城市建设。本文将北京与其他世界城市高端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

以发展高端服务业带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对策: 扩展城市服务功能，为高端服务业提供良好发展

环境; 建设京津冀都市经济圈，增强高端服务业辐射效应; 明确产业发展重点，促进特色优势高端

服务业发展; 加强世界城市合作，拓展高端服务业发展空间; 鼓励引导高端服务业发展，增加本土

服务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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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高端服务业对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意义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开始全面向服务经济转

型，这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全新产业革命，可以称之为“服

务革命”。［1］其中高端服务业在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优化产业

结构、克服资源约束等方面有着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现今世界城市的竞争成为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竞争，通过大

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提升城市综合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世

界城市发展的经验和趋势。

高端服务业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发展起

来的，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与带动力，可以有效提高整体

经济竞争力的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商务、现代信息

和研发等产业。［2］ 高端服务业具有带动产业内部结构转型升

级、促进经济规模增长、提高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作用。确

定高端服务业的核心地位，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对加快转

变北京经济发展方式，早日建成特色世界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1． 世界城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路径

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城市作为人口与经济的聚集体，

主要是依靠政治、资源优势以及服务经济的功能逐渐聚集从

而建立起来的，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了一个国家的

主要城市或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有的是最初就是服务经济类

型的总部效应中心，有的是由发达的工业制造中心重新确立

为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服务型城市，随着这些主要城市新

服务经济中心的确立以及国际城市体系的形成，世界城市也

随之诞生。［3］如今，无论是纽约、东京、伦敦还是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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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服务业均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各大城市也都在促进高

端服务业发展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与提升国际地位，这说明

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是世界城市建设的客观要求。

2． 高端服务业与世界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 1) 世界城市的发展为高端服务业创造需求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人口急剧增长，

人均收入水平大大提高，除了对城市的居住、能源、交通和

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引

发了巨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服务性消费需求。根据发达国

家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当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接近 5000 美元的水平，城市的产业存

在模式和消费结构都会产生巨大的改变。［4］恩格尔定律指出:

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的提高，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会逐渐减

少。另外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em ＞ 1，这表明收入水平的提

高会对高档奢侈品、休闲娱乐以及高端服务服务业的需求增

加，并且会带动整个相关产业链条上每个环节的需求的增加，

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 2) 高端服务业发展可以增强世界城市的集聚辐射效应

金融、信息、研发、商务等高端服务业具有高产业融合

性，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高端服务，有利于制造业降低

生产成本和提高产业效率，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了

文化、教育、医疗、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繁荣，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高端服务业所具

有的绿色低能耗、低污染特点，符合现代城市人们追求健康

与时尚的生存基本需求。同时高端服务业的高知识、高技术

性决定了其对高素质人才的大量需求。这些都将会吸引并集

聚大量高素质人才，使得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从而推动

城市化升级与世界城市的建设。

( 3) 高端服务业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具有规模经济优势

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对所在地的市场容量规模具有很强的

依赖性，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商务

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更加倾向于集中在特大世界城市发展。当

各类高端服务业云集，行业规模扩大，会降低整个行业内各

公司、企业单位的生产成本，使之获得更多收益，实现一定

的外部规模经济。由于高端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随

着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些高端服务业企业能

够与分布在全国及全球的服务对象实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空

间分离，因此高端服务业就更加倾向于选择布局在高等级的

大型城市当中，以便于获取更多的信息和高质量的要素投入。

综上所述，“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的重

要时期，同时也是发挥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与扩大发散作用，

提升北京在发展经济、建设产业功能区、科技革新、聚积人

才等方面辐射带动能力的重要时期。以高端服务业发展为依

托提升城市能级是各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加快发展高端服

务业既符合我国经济转变发展的方式，同时也是将北京建设

成为世界城市的客观要求。

二、北京高端服务业发展态势

“十二五”规划以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无论在规模和结

构上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1． 增加值和所占 GDP 比重同步增长

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增加值迅速

扩大，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等高端服务业增加值从 2005 年的 2124. 60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

的 6729. 30 亿元，增加了 4604. 70 亿元。金融服务业发展最为

突出，从 2005 年的 840. 20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2536. 90 亿

元; 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与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也快速增

长，2011 年均突破 1000 亿元大关。另外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从 2005 年的 30. 48%，

扩大到 2012 年的 37. 64%，增加了 7. 16 个百分点 ( 见表 1) 。

表 1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增加值数据 ( 2005 ～ 2012 年)

( 单位: 亿元)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高端服务业 2124. 60 2551. 50 3348. 30 3973. 70 4278. 70 4949. 60 5970. 90 6729. 30

信息服务 586. 60 696. 40 870. 50 999. 10 1066. 50 1214. 00 1493. 40 1621. 80

金融服务 840. 20 982. 40 1302. 80 1519. 20 1603. 60 1863. 60 2215. 40 2536. 90

商务服务 350. 40 434. 10 608. 80 748. 70 791. 70 930. 90 1126. 60 1302. 20

科技服务 347. 40 438. 60 566. 20 706. 70 816. 90 941. 10 1135. 50 1268. 40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2． 增长速度和增长弹性同步提升

近几年北京市高端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

两位数以上。其中，科研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年均增速达到

20%以上，分别为 20. 8247%、21. 00% ; 金融服务业和信息

服务业年均增速达到 15% 以上，分别为 17. 32%、15. 81%。

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08、09 年高端服务业增长速度略微放

缓，但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同期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增长弹性不断提高，从 2006 年的

1. 22，提高到 2012 年的 1. 23，其增长弹性均大于 1，并处于

递增趋势，表明高端服务业将随着北京经济的总体发展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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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长，并且这种发展效应会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 如图 1 所

示) 。

3． 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步增长

2012 年北京市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1000. 20 亿美元，突破

了 1000 亿美元大关，在世贸组织统计排名中升至第 3 位，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1. 7%，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 21. 3%，

其中服务出口额 445. 11 亿美元，进口额 555. 09 亿美元，比上

年分别增长了 7. 3%和 15. 5%，北京市服务贸易整体呈现增长

趋势。

图 1 北京服务贸易顺 ( 逆) 差情况图

数据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4． 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同步扩大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投资规模与占比处于扩大的态势，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从 2008 ～ 2011 年增加了 149. 6 亿元; 外商直

接投资实际利用额也从 2008 ～ 2011 年增加了 8. 5 亿美元。投

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北京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三、北京市与其他世界城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比

较研究

1．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国际比较与评价

( 1) 高端服务业发展程度与水平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产业结构较为

均衡，长期发展趋势良好，但与中国的世界城市香港比较，

其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世

界城市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趋向明显，除了在城市经济总量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相关产业在所在国的份额也较大。根据

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计算后发现，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就业

人口仅占到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0. 38%，与伦敦、纽约、东京

在 2004 年以前的比例差距就相当可观。可见，世界城市的高

端服务业水平要普遍高于北京 ( 见表 2) 。

( 2) 高端服务业发展环境与动力

世界城市的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高、专业服务分工细致，

是世界城市在发展高端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 2011 ～

2012 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经济规模、发展水平、

经济集聚度、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伦

敦、纽约、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综合竞争力名列前十，

而北京市仅位居第 13，［5］从总体来看，世界城市高端服务业的

发展环境要优于北京市。

表 2 2008 ～ 2011 年世界城市与北京市服务业

占 GDP 比重比较 ( 单位: % )

年

城市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纽约 88. 98 88. 85 89. 33 89. 39 89. 57

伦敦 89. 68 90. 51 — — —

新加坡 65. 54 64. 32 64. 19 64. 83 64. 92

香港 87. 82 88. 40 90. 92 91. 52 93. 1

北京 75. 36 75. 53 75. 11 76. 07 76. 46

数据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英国国家统计局、新加坡统计局、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北京市统计年鉴。

就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内部要素而言，企业素质、当地要

素和当地需求指标，北京市已经超过新加坡和香港，内部结

构指标更是超过纽约，但在公共制度指标的表现上却存在明

显劣势，纽约、伦敦、东京等几个世界城市的政府透明度、

政府管理效率、社会诚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等几个指标的

发育程度都相对较高，［6］北京市的要素环境在总体上要落后于

世界城市 ( 见表 3) 。

表 3 世界城市与北京市管理体制比较

指标 纽约 伦敦 东京 新加坡 香港 北京

政府透明度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透明 不够透明

政府管理效率 高 高 较高 高 较高 不够高

全社会诚信体系 健全 健全 比较健全 健全 健全 不够健全

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 完善 比较完善 完善 比较完善 不够完善

资料来源: 陆军等: 《世界城市研究 ( 兼与北京比较)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7］

( 3) 高端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国际化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占据较高份额，并

一直呈增长趋势甚至高于全球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外向型及

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长年呈顺差状

态且顺差规模持续扩大，2011 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实现

顺差 5060 亿港元，比 2003 年增长了 2. 3 倍。而 2012 年北京

市服务进出口总额仅为 1000. 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7%，

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 21. 3%。尽管两地服务贸易额都是上

行趋势，相比较而言，香港的服务贸易总体要比北京好很多。

结构上来看，香港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商贸服务、运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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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旅游服务等，行业集中度较高，服务输出也主要集中在

高端服务业部门，而北京市服务贸易结构较为均衡，多数领

域的进出口总额都占有重要比重。

2． 基于钻石模型的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对比

分析

( 1)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对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而言，信息、人

才和技术是 3 个最为关键的要素。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

生产要素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北京的信息技术飞速

发展，各种科技园区相继建成，例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以及

亦庄开发区等，信息技术企业与日俱增。其次，北京市民的

教育程度较中国平均水平远远领先，北京拥有普通高等院校

数量为 89 所 ( 上海市只有 66 所) 。虽然跟世界上的名牌高校

还是相距甚远，就目前世界水平来看还不容乐观。但北京相

对国内城市良好的教育条件，依旧为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输送

了大量的人才。最后，北京的研究 机 构 迅 速 发 展，截 止 到

2012 年底拥有各种科研机构共 2482 个，是中国最主要的科研

发展地区。

( 2)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有一定的市场需求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北京有一定的市

场容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逐步

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北京市的高端服务业还处于

初级阶段，服务市场需求潜力还未挖掘出来，其中金融服务、

信息服务等行业还处于不规模经济的状态，从而限制了高端

服务业的发展和竞争优势的获取。与一些世界城市相比，北

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一定差距，高端服务业目前虽然具有

一定的市场需求，但仍处于较低层次。

( 3)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相关支持性产业有待发展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产业的配合与支持，辅助产

业可以为主导产业提供服务、信息与技术，构建完整的产业

链条，从而推动主导产业的发展，并建立竞争优势。北京市

服务产业环境并不成熟，与高端服务业相关的辅助产业缺乏

竞争力，高端服务业难以通过产业链与其他相关产业产生相

互促进的效果，这将严重影响高端服务业的整体优势。此外，

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不够密切，有待进一步加强。

( 4)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企业发展状况有待改进

企业是一个产业的微观反应，其发展状态、组织与管理

模式以及市场结构与市场化程度都是衡量一个产业竞争力的

标准。北京市高端服务业行业环境还不成熟，各企业的管理

模式比较落后，照搬西方企业管理体系，并未因地制宜发挥

中国特色优势。高端服务行业整体组织规模偏小，创新性与

能动性不足。另外高端服务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未引入良

好的市场机制，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其中市场规章制度的

缺乏、某种政府垄断的存在，均使得北京市的部分高端服务

业长期以来处于一种竞争不充分的状态，严重制约着服务企

业的创新与新兴市场的发展。

( 5) 政府政策支持对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发展具有积极

作用

政府和机遇虽然是辅助因素，但其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目前，北京市尚未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专门人

才战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企业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

些政策性的壁垒和障碍，再加上支持性政策缺乏，北京市的

高端服务业急需适宜迅速发展的软环境。近年来政府正在转

变对服务业发展的态度，出台各项措施保证服务业特别是高

端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相信在政府的整体规划和有效部

署下，我国包括高端服务业在内的新型服务业将会获得更多

的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在生产要素、

市场需求以及政府支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各企业自

身管理模式的落后、缺乏创新、再加上相关支持性产业发展

的滞后、与制造业关系不够密切、缺乏健全的保障机制和法

律体系等因素，综合决定了北京市高端服务业不容乐观的国

际竞争力水平，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以发展高端服务业带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

对策

1． 扩展城市服务功能，为高端服务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完善首都城市功能可以为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良好

的外部环境，高端服务业发展又会反过来带动城市能级的提

升，促进城市功能的综合协调与完善。完善的总部城市功能

可以为高端服务业提供各相关产业、人力资本、市场环境、

政府政策等多方面的配合条件，产生强大交互集群效应和辐射

效应。另一方面，高端服务业发展又会反过来带动城市品牌

影响力的提升，起到很好的辐射性与外溢性乘数作用，促进

城市功能的综合协调与完善。北京市应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

能定位，在制定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时，规划合理的城市

基础设施，营造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保障高端服务业的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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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京津冀都市经济圈，增强高端服务业辐射效应

一个世界城市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周边强大的经济圈。高

端服务业的高产业融合性与带动力决定了其与高端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密切的互动关系。发展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加

强中央产业与地方产业的有效融合，向周边区域扩展高端服

务业服务范围，可以形成产业集群合力，进一步扩大辐射全

国乃至世界的产业竞争优势。以“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为代表的三大都市经济圈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达到

全国总量的 52. 8%，成为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三大增长极。

在全球经济服务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应加强

打造都市经济圈，扩大高端服务业发展区域，发挥高端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经济圈高端服务业和

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加强京津冀的产业优势互补和产业结构

升级，提高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竞争力，加快北京世界城市发

展步伐。

3． 明确产业发展重点，促进特色优势高端服务业发展

若要通过发展高端服务业来带动世界城市建设，需明确

产业发展重点，促进特色优势高端服务业发展。金融服务业

应以区域合作与服务创新为发展重点，逐步在构建的首都圈

中建立起与市场开放相适应的金融系统一体化及利益协调机

制，建成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信息服务业应扩大软件外包优

势，抓住中国加入 WTO 的发展契机，扩大本土服务市场的开

放，积极培育软件出口的促进与服务体系。［8］科技服务业应以

对内互动，对外开放为发展重点，要不断强化北京科技服务

业与制造业企业的互动发展，将科技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引

至产业聚集园区，推动科技服务业规模效应的实现。商务服

务业应加大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力度，

政府制定鼓励商务服务出口发展的优惠政策，借鉴国外先进

理念，参与世界范围内的高层次分工。

4． 加强世界城市合作，拓展高端服务业发展空间

在发达国家世界城市不断扩张发展的背景下，以跨国公司

为主导的产业转移可以为我国带来更多先进的管理模式与技术

创新。北京在资源、人才与区位上有很大的优势，必然是高端

服务业国际转移方面的首选之地。北京要加强与世界城市之间

的合作，加强吸引高端服务业 FDI，拓展高端服务业发展空

间。［9］努力开拓国际市场需求，加强国际化外包合作，国际会

议举办，文化互动交流建设，引进先进组织与管理模式，不断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北京高端服务业国际水

平，增加国际需求量，从而拓展高端服务业发展空间。

5． 鼓励引导高端服务业发展，增加本土服务品牌竞争力

北京要在政策制度上鼓励引导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金

融、商务等高端服务业对外开放，对知识产权与市场进行合

理保护。［10］创造良好条件，鼓励技术创新与人才引进，为具有

比较优势的服务企业提供服务贸易支持，力争在金融、商务、

科技、信息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领域国际竞争优势方面取得

明显突破。另外要支持技术研发投入，引导高端服务业的技

术创新与产业融合，从技术层面支持本土高端服务业发展，

提高本土服务品牌国际竞争力，带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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