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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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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和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但也面临着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我们应深入挖掘大运河城市的文化资

源优势，将大运河文化融入城市发展之中，重点培育文化服务、商贸服务和旅游服务等行业，以

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为契机，促进大运河城市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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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曾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已经弱化，它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下降。尽管如此，大运河自身蕴藏

的重要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仍然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发

展转型阶段，包括文化、旅游等服务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１－２］。从这个

意义上说，大运河城市在经济转型阶段面临着发展机遇，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发掘大运河城市自身富

藏的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和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大运河流经的江苏省城市

包括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８市（下文简称为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江苏省
是大运河流经城市最多的省份，因此，探讨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发展现状

全球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已成为引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江苏省的

人均ＧＤＰ已超过１万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５０．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６０．８％。
第三产业占比首次突破５０％，为近年来增长比较显著的一年。①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水平对全省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一）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增加值与比重

表１为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和比重。我们发现，２０１６年江苏全省的服务
业增加值为３８１５２亿元，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为２４６１１亿元，占全省总增加值的６４．５％。服
务业占比超过５０％的大运河城市分别是苏州、无锡、常州。服务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
于６０％的大运河城市分别是淮安、无锡、苏州、常州。这说明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转型升
级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６年，苏州、无锡、常州和徐州４个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相对较高，分别达到了７９７５．８２亿
元、４７２８．０５亿元、２９３８．７３亿元和２７５１．７９亿元，而其他４个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相对较
低。从服务业比重来看，除了宿迁、扬州相对较低外，其他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差异并不明显。

表１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和比重

大运河城市 服务业增加值／亿元 服务业比重／％ 对ＧＤＰ的贡献度／％
徐州 ２７５１．７９ ４７．３８ ５９．７０
宿迁 ９３５．９２ ３９．８１ ４４．０９
淮安 １４５５．２４ ４７．７４ ６４．２０
扬州 ２０００．３６ ４４．９６ ５４．９０
镇江 １８２５．６６ ４７．６２ ５５．２４
常州 ２９３８．７３ ５０．９０ ６５．５４
无锡 ４７２８．０５ ５１．３４ ７８．７８
苏州 ７９７５．８２ ５１．５４ ７５．４４
合计 ２４６１１．５７ ４９．３０ —

全省 ３８１５２ ５０．１０ ６０．８０

　注：根据《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计算得到相关数据

（二）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态势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间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从服务业增加值来看，江苏省大
运河城市服务业的增加值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８９７．９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４６１１．６亿元。从服务业
的比重变动来看，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比重为４０．９％，２０１６年增长到４９．３％。从
服务业对ＧＤＰ的贡献度来看，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的贡献度为４６％，２０１６年增长到
６６％。总体而言，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发展呈稳步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的差异较大。

二、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分析

（一）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划分

服务业内部结构是一个地区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配置及相互关

联、相互制约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和特征［３］。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同时借鉴Ｓｉｎｇｌｅｍａｎｎ的分类方法，将服务业分为流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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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４个类别。参考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内部结
构关系，将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高新技术、生产类服务业比重上升，作为服务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标志［４－５］。

（二）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１．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特征
根据前文的划分标准和《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数据，对江苏省大运河城市、非大运河城

市４大类服务业的比重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１）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流通性服务业比重
为３２．６％，高于非大运河城市（２７．１％），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３０．６％）。（２）江苏省大运河城市
的生活性服务业比重为２２．４％，非大运河城市为２２．３％，两者基本相当。（３）江苏省大运河城市
的公共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１５．６％和２９．４％，而非大运河城市的比重分别为
１７．１％和３３．４％。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表２是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４大类服务业比重情况，以此可以判断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
务业结构特征。

表２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４大类服务业比重 ％

大运河城市 流通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公共性服务业

徐州 ４５．１２ ２０．１６ １９．０９ １５．６４
宿迁 ２９．９７ ２４．１５ ２４．０２ ２１．８６
淮安 ２３．９４ ２３．１８ ２９．７１ ２３．１８
扬州 ２３．２８ ３３．２２ ２１．４７ ２２．０３
镇江 ２８．６５ ２６．９４ ２６．７２ １７．６９
常州 ３３．５９ ２９．９２ ２３．００ １３．５０
无锡 ３５．０２ ３０．６５ ２１．１４ １３．２０
苏州 ３１．６７ ３３．０４ ２１．６７ １３．６２

　 注：根据《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计算得到相关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流通性服务业占比较高的有徐州、苏州、无锡、常州４个城市，其他城市都
低于３０％。相对而言，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流通性服务业比重存在较大差异：扬州的流通性服
务业比重最低，仅为２３．３％，与最高的徐州相差２１．８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城市
是苏州、无锡、扬州，其他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均不到３０％，由此可见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
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着区域分化。与流通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相比，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性服

务业在江苏省大运河城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低。其中，生活性服务业比重最高的城市是淮安，占

比２９．７％，最低的是徐州，占比１９．１％，两者相差１０．６个百分点。公共性服务业比重最高的是淮
安，占比２３．２％，最低的是无锡，占比１３．２％，两者相差１０个百分点。
２．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
图１从纵向时间维度，考察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流通性服务业比重的变化情况。①

８５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① 《江苏统计年鉴》分地区细分服务业比重自２０１３年才开始，因此只能选择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总体来看，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流通性服务业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这符合服务业转型的基本特

征。从历时比较来看，不同城市的流通性服务业比重下降趋势和下降比例基本一致。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徐州作为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性服务业的贡献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由

此可见，不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进程与地方经济发展特征密切相关，服务业转型难度在各个城

市之间不尽相同。

图２是江苏省大运河城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变动趋势。总体来看，江苏省
大运河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都在逐渐上升，但不同城市之间的增长率却有很大差异。２０１４
年以后，无锡、苏州、常州３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镇江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生产性服务
业比重增长较快，但２０１４年以后，增速放缓。徐州自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几乎停止
增长。从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来看，徐州在江苏省大运河城市中排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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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流通性服务业

比重变动趋势
　　　　 　

图２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比重变动趋势

图３是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公共性服务业比重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大运河城市
的公共性服务业比重变动并不一致。苏州、徐州、扬州、宿迁４个城市的公共性服务业比重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不断上升，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服务业比重基本稳定。镇江、无锡的公共性服务业比
重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基本呈现出下降趋势。常州和淮安的公共性服务业比重处于波动状态。图４
是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比重的变动趋势。我们发现，除了宿迁、扬州之外，其他江苏

省大运河城市的生活性服务业比重都呈增加趋势。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会不断上升，

传统服务业的比重会不断下降［６－７］。从江苏省大运河城市４大服务业类型的比较可知，江苏省
大运河城市服务业转型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对而言，苏州、扬州、无锡、常州的生产性服务业

比重相对较高，且增长较快，而宿迁、淮安、徐州的生产性服务业虽然也缓慢增长，但其占比仍然

较低。镇江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居于中间水平，且自２０１４年开始从快速增长进入到缓慢增长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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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概而言之，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务业转型升级面临着不同挑战，宿迁、徐州、淮安３个大运
河城市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障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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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公共性服务业

比重变动趋势
　　　　 　

图４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生活性服务业
比重变动趋势

三、以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引领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开始关注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产，探索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模

式，建立示范性运河文化产业带，以此来提高文化江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他们以大运河

文化产业发展为契机，引领服务业内部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有些城市在大运河文化开

发和利用上初见成效。这里以无锡、扬州、淮安的大运河历史文化开发和利用模式为案例，分析

其对城市发展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贡献与经验启示。选择这３个城市有以下原因：一是他们在
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上走在全省前列，并初步探索出了适合自身的文化产业模式。

二是这３个城市分属于苏南、苏中和苏北，由于地域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性，他们在经济发展、大运
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其经验启示也不相同。

无锡模式：无锡具有大量保存完好的运河古迹，这成为其开发大运河文化的重要基础。无锡

对大运河文化开发和利用的主要特征是“古今融合”，即在古运河文化开发中，创新性地植入现

代元素，让古运河文化焕发生机［８］。无锡充分挖掘运河文化元素，构建古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带，

打造富有现代元素的运河文化名城，让文化产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２０１３年的统
计数据，无锡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２９５亿元，占全市ＧＤＰ的４．５％，居省内领先水平。

扬州模式：如果说无锡开发运河文化的模式是“古今融合”，那么扬州开发运河文化则是“水

城融合”。大运河扬州段因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大运河的“黄金水道”，这也使运河与城市的融合

发展有了天然的条件。扬州城市建设主要围绕大运河的“水文化”而展开，将运河文化深度植入

城市发展之中。在扬州，大运河被誉为“人文生态繁华欢乐之河”。现如今，大运河文化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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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扬州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开发运河文化模式的成功，可能还与其在

文化宣传方面的诸多努力相关，这值得其他运河城市学习。自２００７年开始，扬州每年都投入一
定资金用于举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积极地向世界宣传和推广扬州的水韵文化，以此提高城市

的知名度。

淮安模式：与前两个城市略有不同，淮安在历史上处于大运河航运的中心，过去曾是漕运指

挥中心、船舶制造中心、漕粮储备中心。为了延续这一文化影响，淮安依然围绕交通中心发掘运

河文化。如今，淮安的发展定位是“苏北的交通枢纽和苏北腹地中心城市”。围绕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淮安拟打造中国运河之都的城市品牌。淮安重点建设了一批运河标志性工程，延绵３２公
里的运河文化长廊再现了“运河之都”的盛景。

尽管无锡、扬州、淮安在大运河文化产业开发和利用模式上存在差异，各城市的发展定位也

不相同，但大运河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无疑对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城市服务业转型

升级具有积极作用。如２０１２年无锡、扬州、淮安的国内旅游业增加值分别为９７４．９亿元、３９２．５
亿元和１７２．７亿元，２０１６年则分别上升至１５１８．９亿元、６８１．９亿元和３０５．６亿元。由此可见，大
运河文化开发与保护极大地促进了大运河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综上，无锡、扬州、淮安３个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融入城市经济发展之中，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模式。这对优化服务业内

部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３个城市在大运河文化开发模式中的经
验值得其他大运河城市借鉴。

四、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业比重整体偏低，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服务业比重为５０．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５１．６％）。江苏省
大运河城市服务业比重为 ４９．３％，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同一时期的杭州服务业比重为
６０．９％、温州为５６．２％、广州为７０．９％，上海、北京的服务业比重则更高。在江苏省大运河城市
中，除了苏州、无锡、常州３个传统经济发达城市的服务业比重达到５０％以上，其他大运河城市的
服务业比重都低于５０％。从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来说，城市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服务
业贡献率最高的城市是无锡（７８．８％），最低的是宿迁（４４．１％），两者相差３４个百分点。由此可
见，江苏省大运河城市之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

（二）服务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存在差异

表３显示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贡献度的变动情况。受“营改增”的影响，
几乎所有城市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都经历了一次“倒Ｕ型”变动过程。不过，有些城市经过几年的发
展，服务业很快恢复到峰值水平，而有些城市则仍然在低位徘徊。另外，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服务

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存在一定差异。以２０１６年为例，传统的经济强市无锡、苏州、常州的服务业
贡献度分别为７８．８％，７５．４％和６５．５％，而宿迁、镇江、徐州等市的服务业贡献度相对较低。

１６第４期 彭大松：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表３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贡献度变动趋势比较 ％

年份 苏州 扬州 无锡 常州 宿迁 淮安 镇江 徐州

２０１１ ５１．２２ ４４．６９ ５０．５６ ４７．９３ ３８．４７ ４２．１８ ４７．１９ ４４．５７
２０１２ ６．６０ ５１．３９ ５６．６６ ５７．７０ ４０．６３ ４８．２３ ４９．１６ ４８．５１
２０１３ ７３．５２ ５５．９４ ８７．０９ ６３．２２ ４４．０８ ５３．８４ ６２．０８ ５８．８８
２０１４ ８１．５６ ５１．５７ ８６．５１ ６８．３９ ３９．９５ ５８．４１ ６８．７９ ６３．５５
２０１５ ７７．９５ ５５．８４ ６７．６８ ６８．７５ ４３．８２ ６１．５５ ５７．０９ ６０．６６
２０１６ ７５．４４ ５４．９０ ７８．７８ ６５．５４ ４４．０９ ６４．２０ ５５．２４ ５９．７０

　注：根据《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计算得到相关数据

（三）服务业转型缓慢

一个符合现代服务业特征的产业内部结构，应该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高，其他类型的服务

业比重相对较低。根据上表２的统计数据，除了扬州和苏州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另外３
个类别的服务业比重外，其他６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都相对较低。总体而言，江苏省大运
河城市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相对缓慢。

（四）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相对较低

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就业的拉动，反过来从“三产”对就业的贡献度也可以判断

出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根据２０１６年的统计数据，我们计算出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三
产”对就业的贡献度。① 计算结果显示，江苏省大运河城市中只有镇江、淮安、无锡３个城市达到
了４０％以上，其他城市都低于４０％。由此可见，江苏省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并
不高。

表４进一步统计了服务业细分类别对就业的贡献度。② 表中的数字是该类别服务业的就业
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表中可以看出，就业人数较多的仍是传统服务类行业。如果我们

将这一比例与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

相对较低。

表４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各类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 ％

行业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淮安 扬州 镇江 宿迁

交通邮电 ２．７４ ４．７４ ２．９５ ２．４８ ２．８９ ２．４２ ２．６１ １．９８

批发零售 ４．４７ ３．５８ ２．９８ ３．６２ ２．５６ １．６７ ２．９８ ２．６３

住宿餐饮 １．９３ ０．４８ ２．３８ １．３１ ０．７３ ０．８６ １．０２ ０．４３

金融 ３．４８ ２．６８ ３．４６ ２．１４ ２．７６ １．７５ ４．０２ １．４２

房地产 １．７７ １．０７ １．２７ １．９５ １．４８ １．０５ ２．１５ １．０５

信息计算机 ２．３５ ０．６９ ０．９９ １．３４ ０．８７ ０．９７ ０．８１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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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服务业对就业贡献度的计算方法为：服务业就业人数／全部行业就业人数×１００％。
《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只提供了分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细分行业就业人数统计，而不是全部就业单位的统计数据。



续表４ ％

行业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淮安 扬州 镇江 宿迁

租赁商业 １．３４ ２．０４ ２．７４ １．５２ １．３２ １．５９ ２．０４ ０．６８

科学研究 １．４０ １．１２ １．６４ ０．８９ ０．７６ １．２５ １．９２ ０．４１

水利环境 ０．９４ １．５０ １．６５ ０．６９ １．５３ ０．７５ １．６９ １．９１

教育 ５．８７ １０．５１ ８．０９ ３．５１ ９．１２ ５．８９ ７．９４ １２．３７

卫生福利 ３．８１ ５．７５ ４．６７ ２．３３ ３．５１ ２．５１ ４．５７ ４．７６

公共管理 ４．７６ ７．６４ ６．００ ３．４５ ５．９５ ４．１７ ７．３２ ６．８１

文体娱乐 ０．５７ ０．４６ １．１７ ０．３１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６０ ０．２９

居民服务 ０．３５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２

　注：根据《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１７）》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数据计算得到相关数据

五、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利用大运河城市的文化资源优势促进服务业发展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但目前大多数城市尚未开发和

利用大运河的资源优势来推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在古代，运河以其独特的交通功能，吸引了

大量的人口，推动了大运河周边的村庄和小城镇完成了城镇化。现代社会，大运河的交通功能已

经大大降低，而文化积淀却愈发深厚。因此，大运河城市的发展需要深入发掘大运河本身的文化

价值，将运河文化融入城市发展之中，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优势，加速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

（二）以大运河文化产业发展为契机加速服务业转型升级

江苏省大运河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其对经济的贡献度和就业的拉动力

相对较低，因此，需要鼓励和支持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技术服

务业、服务贸易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鼓励制造业“主

辅分离”，以此来推动大运河城市服务业内部的转型升级。

（三）促进大运河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产业融合不仅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产业发展

的现实选择［９－１０］。一是鼓励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向传统产业渗透，在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

造”发展的同时，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步伐，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二是加快服务业向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延伸和渗透，提高服务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影响，进而构建新型产业融合发展

体系。三是推动服务业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融合与重组，加强产业链的协同、整合，提升产业发

展水平，促进新型产业的形成。

（四）积极培育生活性服务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特征，江苏省大运河城市应积极探索和培育生活性服务业的

新模式和新业态。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但江苏省不同城市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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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程度、人均消费水平等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根据城市自身的特征，探索精细化的生活

性服务业供给模式，加快生活性服务业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的转

变，推动传统服务业提档升级。江苏省大运河城市要结合自身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着力

打造商贸流通、文化服务、旅游服务３大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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