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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第三产业发展及分析

吴　琼

锦州市统计服务中心，中国·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等行业。第三产业的现状与发展，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反映

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阶段。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带动全市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活力增强、结构不断

优化升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常规统计资料，确定锦州第三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思路，从第

三产业发展的比较中找出一条适合锦州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促使全市经济结构全面优化，总体经济快速均衡发展。

【关键词】第三产业；发展难题；对策意见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

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水平

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第三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吸纳劳动

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发展第三产

业，已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战

略举措。

1  “十三五”期间锦州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1.1 从总量上看,逐年上升，排位始终处于全省前列

初步核算，2015-2020年锦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提

高38.2亿元。从增速上看，高于GDP增速，成为经济的重要

支撑。

1.2 从比重上看，比重逐年稳步上升

纵观近五年锦州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呈现稳步

上升态势，由2015年的38.8%提升到2020年的55.5%。 

1.3 从内部结构看，仍以传统行业为主

一是重点行业增加值稳定发展。近五年，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

增速均稳步增长。二是金融业增加值始终保持高速增长。

2  当前第三产业发展SWOT分析

SWOT分析又称为态势分析，通过综合评估研究对象的优

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从而确定研究对象的资源优势和

缺陷，了解研究对象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2.1 发展优势

2.1.1 旅游资源丰富

锦州拥有笔架山天桥、医巫闾山、万佛堂石窟，以及辽

沈战役纪念馆、青岩寺、奉国寺、北普陀山等一批知名的

自然和人文景观。

2.1.2 交通资源丰富

锦州是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是东北亚集装箱运

输支线港、国家重要能源下水港和区域性重要枢纽港，跻

身中国港口20强。京哈铁路、锦承铁路、秦沈铁路客运专

线和京沈、锦阜、锦朝高速公路在境内纵横交汇。锦州湾

机场是辽西地区的枢纽机场。

2.1.3 教育科研资源丰富

锦州拥有渤海大学、辽宁工业大学、锦州医科大学等9

所高校、10所中专、25家科研院所、15万专业技术人员，

教育、科研实力居辽宁省第3位。

2.2 发展劣势

2.2.1 城镇化水平低，制约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

从全国来看，2020年锦州市城镇化率为59.7% ，比

排名第一的上海低将近个30百分点；从全省来看，锦州

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全省位次自2015年以来始终排在

全省后位。 

2.2.2 城镇居民收入低、消费能力弱，对第三产业发展

的拉动力不足

2020年锦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216元，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2.3 第三产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提供发展动力

有限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以信息、

咨询、科技、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而锦州仍以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三大传

统服务业为主。

2.3 面临的机遇

2.3.1 国家政策支持

202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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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提高服务效率和

服务品质，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

业新体系。”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明确提出要积极扶持

服务业发展。

2.3.2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提供契机

“环渤海经济圈”建设、“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

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等都为锦州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契机。

2.3.3 锦州政府重视

2021年7月印发的《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强调:“服务业提速提质，2025年，第

三产业年均增长5%以上，占比达到47%”。

2.4 面临的威胁

（1）第三产业发展质量不高，缺乏领军企业。锦州

市第三产业企业数量虽多，但大部分是处于“小、微、

弱、差”状态，大型龙头企业比较少，中等规模企业的

实力不足。

（2）特殊行业存在政策性进入壁垒和垄断现象。锦

州市现代服务业中的不少行业存在明显的政策性进入壁垒

和垄断现象，这种垄断性质的市场结构导致服务供给质量

差、价格高、抑制了需求。

3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 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发挥产业融合带动效应

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大力发展信息、金融、现

代物流、旅游文化、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着力发展农业市场信息服务、农资供应

服务、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等。运用

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推进连锁

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模式的发展。

推进三产与一、二产融合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信息化、生

产性服务业带动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休闲农

业、观光农业等农业服务业发展，推动文化、教育、养

老、金融等融入农业发展。

3.2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重点发展集装箱海运、对蒙物流合作、航空物流。整合

旅游资源，建设北方一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成为环渤

海地区旅游强市。

3.3 依托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发展本地特色第三产业

充分开发旅游资源，壮大以旅游业为龙头的大旅游经

济。利用辖区内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创建环巢湖旅游休闲

区和巢湖市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发展休闲

旅游、文化旅游、观光旅游等特色旅游项目，推进旅游与

住宿、餐饮、购物、休闲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壮大以旅

游业为龙头的大旅游经济，充分带动社会就业和第三产业

发展。

依托区位优势，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带动第

三产业发展。巢湖市作为合肥经济圈核心城市之一，要积

极主动对接合肥经济圈建设，加快区域交通、产业、资

源、信息一体化进程，以此带动巢湖市第三产业发展。与

此同时，要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引进合肥、南京、芜湖

等周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投资，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必要

的资金。

3.4 实施人才战略，夯实第三产业人才支撑

在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

资源”的观念。要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加强第三产业实用

型和高层次人才建设。发展第三产业，人才是根本。有计

划地培训和引进一批第三产业的专业人才，为第三产业发

展提供长久可持续的发展活力和智力保障。

加强培养第三产业人才。加强与高校、职业学校、培

训机构等的合作，加快培养第三产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人

才。在各高校与第三产业相关专业建设方面积极引导并给

予支持。建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机制，重点培养

一批创业、创新型领军人才。

积极引进第三产业人才。完善第三产业人才、智力和

项目相结合的引进机制，建立健全人才评估体系和激励

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高技能和熟悉现代管理的高级

人才。

3.5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合理布局第三产业发展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扩大服务业消费群体。农民

工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农民工市民化带来

巨大的消费潜力，必须通过土地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等改

革，鼓励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经商、创业、居住，

扩大城区常住人口规模，提升人气，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形成新的第三产业增长点。发展

和推动小城镇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吸引周边居民向小

城镇靠拢，形成住宅、汽车、零售、商务服务、教育、体

育健身、卫生保健等新的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3.6  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

要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拓宽就业渠道，切实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信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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