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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带一路实施前吉林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以及

经济状况

吉林省是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吉林省相比

较于其他省是发展程度较低的省，比较我们的兄弟辽宁

省缺少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港运资源富饶，缺少运输以及

各种贸易商的往来，极大的降低了国贸易，同时使我们

的位置也没有发挥出来，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1.1 吉林省服务行业发展现状

长春市作为吉林省会，承接服务高出百分之六十以

上，长春市地理位置良好，人才拥有量十分完善，一汽

行业是带动长春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杠杆，极大促进了

地区的发展质量。使得劳动力成本也有了明显的优势与

提高，但也只是已老工业基地为主，主要支撑为汽车老

工业领域，大学城，当然面对毕业的学生出现了人才外

流的情况对于长春人才选择以及不断发展上是及其不利

的，针对当下的这样一个现状，为此长春这一地区也在

想办法去力争上游，不断突破创新，按照自己的目标做

规划有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考究，去促进提高吉林省的

号召力，为其吉林省发展去奠定良好的基础 [1]。

1.2“一带一路”倡议所带给吉林省的发展与机遇

提到这里首先要说到“一带一路”的意义与含义，

一带一路的丝绸经济带是将重分布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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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进行从经济上，实现商业价值，丰富大国经济

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合作实现国家

与国家间的互利共赢，从而达到利益的相匹配。建立一

个命运共同体。

1.2.1 招商引资战略的提出是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

支撑

因为有此倡议的提出，对于吉林省的经济省内的服

务平台，物流以及运输方式都有着促进本省经济发展，

提升其影响力。吉林省所独有的特色文化，向外打开对

外开放的大门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是

对吉林省文化的告诉赞美将各个地区内蒙，朝鲜延边自

治文化兼收并蓄，促进文化交流与协作。外来者进行投

资，无疑是对吉林省自身发展的一把有利匕首。刺激外

来经济促进吉林省内的经济发展。

1.2.2 第三产业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为吉林省提供经

济上的巨大动力

旅游业一直都是作为各行领域各个省份的主导地位，

是提升本省经济的动力引擎，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后，吉林省同样的也不放过此次机会，加上本省本土的

优越地理位置，而且连接俄罗斯与朝鲜，这无疑为吉林

省旅游锦上添花，加上拥有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

也足够充足，对吉林省旅游经济带进行开发和挖掘，使

吉林省第三旅游业蓬勃发展，实现经济上的增值，所以

继倡议提出以后，吉林省内需加大拉动，经济持续向上

稳步发展 [2]。

1.2.3 中小企业的逆流而上

自从倡议提出后，如今在一个这样的大背景下，现

在的环境也十分照顾，顺应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对于营

商有着极大优势，加上国家政策体系的有利扶持，推行

减税减免政策，处于这样的一种机遇下，是时机是动力，

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企业也要注重人才驱动战略不断自

我更新换代，人才支撑，资本支持等。

2、吉林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应对方法与保

护政策流程

继党的十八大以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各个

省份都应相关落实，吉林省也不例外，制定了一些相关

政策，为了确保一带一路的应对方法与保护政策可以有

效实施，使得一带一路的战略可以充分的将理论与实践

完美结合。将一代一路丝绸经济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来，

从而得以实现。

2.1 进行高级研讨会

吉林的品牌发展经济效益，通过国家与各个领域无

论是在韩国日本俄罗斯，等一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商

讨与讨论，通过进行高级研讨会加强地方合作，落实到

吉林内部地区，促进经济以及品牌效益机制提升吉林省

品牌的附加值。吉林省也从中获取极大的政策支持。

2.2 特色文化打造特色产业带动经济发展

乡土气息浓厚，有着别具一格的风俗文化，例如秧

歌，是一种误导，歌唱戏剧的三者综合，踩高跷，也是

春节最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方式。龙舞等等数不胜数的

文化特色。“一带一路”的融入与融合，是中西方文化的

交流碰撞与见证。通过这个倡议，使吉林省在中华民族

的泱泱大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促进吉林文化产

业的发展进步。

2.3 基础设施要得到完善与进一步拓宽

跨境电子商务兴起蓬勃发展，由于我们省内与俄

罗斯与延边地区的国家有着联系，铁路建设也成为了

重矢之重，由长春到满洲里到欧洲的铁路网也应当相

继开通，开通货物运输，空运，水运，完善交通网，

实现吉林与各个地区之间的深度合作，加快长春龙嘉

机场的建设，以及各个通道的建设。这样在完善的前

提下，加强交通网建设，从而使一带一路倡议能得到

充分的保障。

2.4 信息化助力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信息化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基本工程，与必

不可缺少的因素。信息化通过与互联网加的方式推动数

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技术发展与创新上又具有良好的

优势，为一带一路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吉林省将信

息化助力一带一路很好的应用借鉴过来，通过对互联网，

电子应用技术平台领域的先导，给网络基础等网络升级

优化领域为吉林省提供坚强的实力。

3、一带一路”给吉林省第三服务产业所带来的问

题与挑战难题

3.1 劳动力的个体素质有待提高，发展迟缓

伴着“一带一路”德倡议的提出以及落实，吉林省

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传统服务行业有所

降低，而已数字贸易，互联网等跨境电子商务的新型经

济的模式逐渐崛起，对劳动力的个体也提出了更多的标

准，然后服务行业的劳动力素质却没有从良好的趋势发

展，没有办法顺应产业的迭代转型升级的时代趋势，极

大程度上阻拦了吉林省贸易的升级以及发展。

3.2 企业的呆滞死板不去突破创新固执老型传统行业

吉林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让吉林省的自

身发展贸易多元化以及资源的合合理配置，拘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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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想着创新，固执己见，缺乏国际竞争力，产业链以

及产品附加值很低，不能实现自身上的创新驱动，无法

达到自身的突破，是一块难以从根本上去解决一大块难

题要想从根本上突破自身的弊病不仅仅是在自己的舒适

圈里徘徊己建。更多的是要突破自我本身的古板，这也

是导致现阶段即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企业为什么

呆滞死板没有升值的内在隐患。吉林省企业或者是经济

导致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3]。

3.3 外企恶性竞争激烈造成不良影响

一带一路的介入除了为本省经济发展带来可持续发

展外，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些弊端的形成，例如随着一带

一路的进一步深入，有些服务贸易企业占比也有所提升，

中小企业的比率规模较大，为微小企业，其次则是以一

些小的贸易为中心，在这样一种秩序及其紊乱的情况下

导致企业内或者各个外企之间形成了激烈的恶性竞争，

显得十分混乱不成体系，并没有将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本

质作用以及含义所展现出来，相反则是让这一原理背道

而驰。造成恶果恶性循环，而企业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

也导致了吉林省为什么企业难以得到高质量的发展转型

与追去。拉动经济的支撑倒台，那么吉林省的经济发展

也可想而知，也是问题之一的体现。

3.4 吉林省物流行业运营机制的完善程度与安全隐患

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实质上是指各个国家贸易战略上

的互利共赢，经济上的往来当然随着大数据与互联网 +

方式的涌出流入，正常贸易间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对

于吉林省经济而言是一个安全隐患，对于吉林省物流业

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物流行业运营机制的完善与

安全隐患对于吉林省贸易发展协作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吉林省政府也应担当推行保护政策，使一

带一路战略隔行融入进去，安全措施有待提升与加强，

携手并进共同推进此政策的良好实施。

4、吉林省服务贸易发展的解决方法以及建议对策

4.1 遵循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经济的质

量与持续提高主

传统服务贸易行业需要进行生态建设实现以绿色发

展为根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点

发展培养第三产业，旅游业，加大力度培养，要以绿色

旅游绿色出行为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质量服

务产业的提高，秉承着“金山银山都不如绿水青山的理

念”。现阶段 21 世纪的中国秉承着绿色，发展可持续围

绕一带一路建设，就此，吉林省内的长白山旅游服务区，

松花江湖畔，提高其知名度，打响地区特色文化景色的

号召力，创办以吉林省特色旅游为专业的绿色发展、绿

色打造，绿色旅行的发展理念 [4]。

4.2 要提高创新驱动战略，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

吉林省内主要以东北老振兴基地等一些传统工业劳

动力虽然丰富但是缺乏创新驱动战略，应当在旅游，互

联网加大数据平台以及物流行业加快技术创新，增强老

工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固执己见，要增加产业链的附加

值，多方面去交融碰撞，融汇惯通，打造具有特色的多

领域，通过技术创新改革，文化拓展，让吉林省愈发突

破自身领域提升自身创新驱动战略领域，增加产品附加

值，多方面去提升升华自己，提升并升华吉林省品牌号

召力影响以及收取更多的效益。

创新发展不可单一，加快健全的产业发展与提升，

要注重多方面多层次的创新，从模式、技术、再到管理

层面，都应该由内向外的激发自身创新灵魂使得创新动

力增强发展更加高效二者相辅相成，需要资源进行合理

的配置，提升产业链产品等附加值，围绕吉林省的一汽

等农业产业，进行高科技布局产业链，促进传统贸易行

业分一体化，打多方多样性，促进产业的价值的更新换

代转型升级。加快一体化建设。

要创新吉林省主攻核心技术薄弱区，提升经济质量

建设，园区经济发展，同时在飞速建设发展中也存在诸

多问题，例如，核心基础明显不够雄厚，发展过快导致

的跟不上节奏，脱轨，没有做到里应外合，所以吉林省

内园区建设就应该做到提高本身的质量选择提升自己的

薄弱部位，去积极完善提高平台功能，不断地去挖掘探

索自身技术，只有自身技术达到提升才有可能为自己赢

得一片天地。

4.3 协调发展，统筹兼顾

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首先得到改变与指示的则是

地方政府，要得到政府的地方政策支持，共同协调发展

机制，多方位从政治上进行督查与排查严格审查，加强

吉林省内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完善，进行科学的发展与

进步，促进吉利省多方协调发展，统筹兼顾。

区域协调共同发展，通过省会长春的核心引领，发

展先导，政策支持引导，以及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多方

位布局去共通过发展引领，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边缘

省份各个地区去开展服务业的特色创新方式与努力协调

发展，统筹兼顾，协助一些薄弱地区找到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发展可持续，协调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全方位

共同发展，统筹兼顾。

4.4 智慧共享，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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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培养基础，鼓励各个学校大学基地去培养

人才，培养资源，展开一系列的合作，企业与校园之间

的合作，要适应每个人的发展方式要因材施教，渠制定

专属于每个人的培养方式。

共享智慧提到智慧享要提前声明一下他的含义就是

知识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从而实现共享，简而

言之，知识的共享是知识管理储存的核心，吉林省通过

知识共享，从上级政府下到校园以及资源的整合，不断

地去实现共享智慧的完善。从而达到智慧共享，实现资

源的合理配置。

要让吉林省的招揽人才，为人才的招收提供一个良

好的环境，从本省进行查漏补缺，比较其他地区省份之

间的差异，进行自身完善为人才的引入提供良好的政策

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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