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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论坛自

2007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先后举办了三届，

今年是第四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社会

上的影响力，在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感召力

日益增强。今年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与发

展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论坛同样受到了中

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各级领导极大的关注

与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

正声在贺信中对论坛的举办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对长三角的发展寄予了厚望，这对大

家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的致词对上

海服务业的社会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对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

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

江 苏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常 务 副 主 任 李 全

林的发言，使我们看到“十一五”以来江苏

省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地将加

快 发 展 现 代 服 务 业 作 为 构 建 现 代 化 产 业

体系、建设美好江苏的重大战略举措。江

苏 省 现 代 服 务 业 呈 现 增 长 较 快 、质 量 提

升 、结 构 优 化 、贡 献 提 高 的 良 好 发 展 态

势 。 江 苏 省 服 务 业 的 发 展 为 整 个 长 三 角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浙江省服务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王玉娣

介绍，浙江省委省政府重视现代服务业发

展，积极推进服务业重点行业提升、重大平

台建设、重点企业培育、重大项目实施和重

大改革推进，使全省服务业的规划持续扩

大、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浙

江省服务业的发展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从

全国发展的大局和长三角参与国际竞争的高

度，充分肯定了本次论坛探讨建设世界级城

市群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对未来长

三角地区服务业提出了重要的建设性建议。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

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徐匡迪的演

讲，从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善民生需

要的视角，指出了长三角地区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积极促进和推进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演讲有理论、

有论证、有分析、有见地、生动深刻，高瞻远

瞩地为长三角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发展，特别

是高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提升

发展，以及发展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提出了

许多前瞻性很强的战略性思维和宝贵建议，

对未来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建设具有极

大的指导意义。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浦东新区区长姜

把浦东未来的“7+1”生产力空间布局和未来

发展金融、航运、贸易、总部经济、旅游、文化

创意等核心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为我

们描绘出浦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奇立足长三角

城市群、从宁波的实际出发，对于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做了非常系统、深入的演讲，让我

们了解了宁波大开放的气势、大融合的构思

和大发展的格局。

无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克江提出要以

民生服务业作为根本出发点，要以人才作为战

略支撑，对未来跨越式发展做了系统的描述，

对我们下一步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很大的启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研究员从

全球的视野对一些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进

行了实证分析，其揭示的服务业发展以及空

间布局的规律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

指出，目前，长三角地区发展服务经济的物

质基础和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制度环境正成

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服务经济

的发展要求建立与其发展的特殊规律相适

应的制度环境。概括来说，就是服务经济对

制度环境的总体要求是要实现市场化、法制

化、国际化和创新化。

我认为，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标志，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长三角城

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发展现

代服务业，不仅要着眼于对现代社会城市价

值的再发现和再开发，也需要注重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与新机制，更要为

现代服务业设计并优化其制度环境。

总之，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充分发挥好论

坛的作用和联合会的综合优势，全力做好长

三角服务业发展的促进和推动工作。

1980 年 全 球 的 服 务 贸 易 总

额 为 3800 亿 美 元 ，1990 年 达 到

1.9 万 亿 美 元 ，10 年 内 增 加 了 4

倍，可见在当前的世界贸易中，

服 务 贸 易 的 发 展 速 度 非 常 迅

猛。从全球业务流向看，服务外

包 市 场 对 经 济 的 贡 献 愈 发 明

显。但直至去年底，中国的服务

外包企业超过了 1 万家，而服务

贸易总额只有 403.3 亿美元。这

一巨大的数字差距反映出以服

务贸易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

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发力点。

发 展 现 代 服 务 业 还 是 新 时

期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在

过去 30 年中，长三角地区的部分

城市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解决了中国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数据显

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长三角和珠三角共为 1.2 亿农民工提供了工作岗位。

而现代服务业不消耗能源，不带来危险，只要有好的理论、思想和智慧，就可

以设置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如果说加工贸易可以解决农民工就

业问题，服务贸易就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海务必要抓住这一难得的

历史机遇，力求在未来 3 到 5 年内通过各种形式，打造出一个使大学生充分施

展才华、提升人力资本价值的新产业。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

长三角地区的历史使命。经过 30 年的高速发

展，长三角地区从地理布局、人口密度、产业发

展和经济总量上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群。但作为举世闻名的制造业基地，长期以来，

长三角城市群依然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资源能

源外部依赖性强，单位 GDP 能耗偏高，环境约束

性加剧等问题。相比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

等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无论市场辐射

力、产业力、内生创造力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还明

显不足，这些差距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

是现代服务业产品附加值偏低，二是区域内统

筹协调机制不强，政策制度产业方面的融合发

展有待深化。

论坛围绕世界级城市群、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三个关键词展开，抓住了关键和要害。作

为带动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现代服务业以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创新效应

正引领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要素的

优化，以及城市功能的提升，从而推动城市的转

型发展。

通过近年来的实践，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

认识到，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发展高端制造业紧

密相连，与优化提升传统服务业紧密相连，与

加强科技创新紧密相连，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紧

密相连，与保障民生紧密相连。发展现代服务

业正是长三角迈向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必由

之路。

城市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最主题、最重要的

载体。长三角城市群之间产业特点、区位条件

和资源基础各有不同，而发展方向、发展路径、

发展传统高度一致，因此在强调优势互补、错

位竞争的同时，更应齐头并进，共同探讨未来

城市建设的新模式，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

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

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的背景

下，长三角各市更应该以推进现代服务业为主

线，深化合作，加快融合，激发内需，迎接挑战，

以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幸福城市为目标，走出

一条科技支撑的生态城市建设之路，推动现代

服务业在长三角城市群政策聚焦、资源聚集、

产业融合。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一股浩浩荡荡

的大潮。今年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了一

系列会议，做出江苏省正处在第三次产业转型

的关键时期的科学判断，提出以创新驱动推进

第三次转型的战略报告，明确了各级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题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目标，制订

了从江苏制造、江苏服务向江苏创造迈进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

与此同时，上海、浙江等兄弟省市和长三角

各城市也纷纷召开会议，出台政策，加大力度，

确立了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施政方

略，用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进长三角世界级城

市群建设的理念，逐渐形成共识，并正在成为一

股改变区域面貌、改变产业环境，改变社会生活

方式的伟大力量。我们深信，曾经创造过苏南

模式、浙江模式、浦东模式的长三角地区，一定

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先行先试，勇立潮头，

开创服务经济的新纪元。

聚首浦江话盛会 齐心协力促发展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谈论坛盛况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与发展现代服务业
——2011年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合作与发展论坛精彩话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名誉会长李全林：

用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进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以来，在党中央和上

海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长三角地区的

大力支持下，实现了一个高起点、跨越式的发

展。2009年 5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南汇并入浦

东新区后，浦东踏上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十二五”期间，浦东将按照上海市的定位

要求，努力建设成为上海“四个中心”的核心功

能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导区和国家改革的

示范区。根据这个目标，浦东将在提升二产能

级的同时，加快发展三产，重点是发展金融、航

运、商贸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形成和优化以

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到“十二五”期末，

第三产业的比重要争取达到65%左右。

从产业布局来看，主要是强化“7+1”的

生产力布局，这是浦东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发展的主战场。

所谓的“7”，是指浦东的陆家嘴板块，重

点发展金融、航运、商贸、商务等，是上海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主要载体；上海综合保

税区板块，重点发展高端航运、贸易和物流，

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

主要载体；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板块，是上

海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发展地

区；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板块，是张江国家

自主示范区的核心区域，重点发展科技创新

和高新技术产业；浦东的临港产业区板块重

点发展高端装备、物流产业等；浦东的临港新

城板块，重点发展文化及创意产业、旅游产业

等；浦东的国际旅游度假区板块，以迪斯尼项

目为核心，重点发展旅游休闲产业。

“1”就是世博板块，包括后滩和前滩区

域，面积是 10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会展旅

游、总部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等。

从功能上看，主要是聚焦金融、航运、贸

易等核心功能，这是支撑浦东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一个重点。

一是聚焦金融功能。目前，浦东陆家嘴

地区集聚了证券、期货、钻石、股权等一批国家

级的要素市场，集聚了金融机构 684 家。“十二

五”期间，在空间扩容方面将新增 350 万平方

米的商务楼，包括上海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等。在机构集聚方面，在 2015 年力争金融

机构总数达到 900 家，重点要引进一批国际金

融机构的地区总部和新兴的金融机构。在先

行先试方面，将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

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功能型机构拓

展先行先试功能，推动上海股权拓展交易中

心，全国信息登记交易平台的落地、营运。

二是聚焦航运功能。上海综合保税区

集 聚 了 各 类 航 运 企 业 和 机 构 5000 多 家 ，

2010 年完成税收 300 亿元，外高桥港和洋山

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2500 万标箱，浦东国

际机场的货流吞吐量是 320 万吨。“十二五”

期间，我们将重点加快航运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机场加强国际联系，通过铁路、隧桥打

通与江浙的联系，往西通过轨道交通加强与

中西城区的联系，形成国内国外联通的大交

通格局。航运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是加快集

聚高能级航运机构，大力发展航运金融等高

端航运服务业，提升现代航运服务能级和全

球航运资源配置的能力。

三是聚焦贸易功能。2010 年新区贸易进

出口总额是 1866 亿美元，口岸进出口总额是

7589亿美元，商品销售总额是 7600亿美元，集

聚了一批高能级的贸易主体和市场平台。“十

二五”期间，国际贸易方面将大力发展离岸贸

易和港口贸易，加快市场体系和各类平台的

建设，促进贸易功能创新，探索和推进自由贸

易园区的建设。国内贸易方面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我们将新增商业面积 360 万平方米，努

力成为上海和全国重要的贸易与销售中心。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总部会展旅游和文

化创意等功能。浦东是国内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集聚地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经认定的

跨国公司总部 167 家，营运收入超过 1000 亿

元人民币。“十二五”期间，将继续鼓励跨国

公司、央企、民企在浦东设立地区总部，以及

投资、销售、决策、管理等功能性机构。随着

世博地区的后续开发，迪斯尼项目的全面建

成，未来几年，浦东会展、旅游、文化创意产

业将进入一个更高能级的发展阶段。

长三角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

协作程度高，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域。

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的联动发展高度重视，

2008 年，国务院出台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

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导意见》，去年 5 月份

正式批准了《实施长三角地区

区域规划》，为长三角地区的合

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在，长三角地区在这里共话现代服务

业合作与发展，借此机会有几点思考与大家

分享和讨论。第一，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

东南沿海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存在的意义

和价值在于参与国际竞争。第二，长三角作

为一个城市群，首先需要的是合作，同时也

需要竞争，因为唯有合作才能形成一个对外

竞争的整体，唯有竞争才能实现区域内资源

的优化配置，使整个群体更具有活力。第

三，长三角城市之间还需要根据各自的资源

禀赋、区位条件等建立不同层面的分工与合

作，加强互相之间的集聚与辐射，从而形成

各自的核心竞争力。第四，长三角城市群的

任务是参与国际竞争，必须遵循国际惯例，

所以，就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努力在

体制、税制、管制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

浦东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组成部分，“十

二五”期间将按照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

的部署要求，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创新

的思路，与兄弟地区一道，携手努力，共享机

遇，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浦东新区区长姜 ：

推进上海“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 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本版图片由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提供
本版内容由本周刊根据2011年长三角现代服务业

合作与发展论坛嘉宾演讲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