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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首坐服务业首坐GDPGDP头把交椅头把交椅
产业发生标志性改变产业发生标志性改变 经济迈入服务化时代经济迈入服务化时代

本报记者 周小苑

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服务业在2013 年迎来了重大转折，服务业对我国
GDP增长贡献首次超过工业，占比近半。对此，专家认为，这不仅是我国消费结
构升级不断加快的客观反映，也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断推进的结果，标志着中
国经济或将迈入“服务化”时代。未来，我国服务业所占经济比重将进一步提
高，产业结构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转变，
逐步实现“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

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
经济转型不断深入，服务业进入高速
发展阶段。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
平表示，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出现了一
些积极变化，服务业投资增速加快，上
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中多是服务业，
这些都与服务业比重上升密切相关。

“三产超二产，标志着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新阶段，意味着中
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到新水
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
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第三产业能够
带来更多就业、更低能耗和污染，其
中生产性服务业对结构升级至关重
要，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有助于中国经
济未来更“轻盈”更亲民。产业结构
的积极变化也蕴含着一种趋势，即未

来中国的消费增速会加快，政府公共
服务进一步健全，服务业发展更加迅
速。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刺激消费，
提升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而增强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可
喜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
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任泽平表示，以
重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集群日益衰
落，销售利润率明显下滑、资产负债
率明显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
缓；反过来，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主导产业集群快速
成长，上述三方面的数据表现趋好。
这种明显分化显示了以高端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主导产业集
群正在逐渐替代传统产业集群。

3 月 1 日，第 24 届中国华
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简称

“华交会”） 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开门迎客，本届“华交
会”共有3400多家中国企业参
展，展出面积达 11.5 万平方
米。“华交会”有“中国外贸
风向标”之称，主要展示纺织
服装、轻工工艺等中国传统出
口商品。

图为两名工作人员在一家
经销苗族传统服饰的展位内自
拍。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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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进军移动端旅游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记者钱春弦） 在我

国旅游消费者迅速由个人电脑端向移动端转移的背
景下，“中国国旅”手机客户端 （APP） 近日正式
上线发布。旅游者可以在移动端完成从查询、预订
到在线支付的全流程体验。

个税征收不能“见鹅就拔毛 ”
所有收入打包计税 家庭负担纳入考量

本报记者 罗 兰

“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

尽管服务业已超过工业对GDP的增长贡献，但是产业结构调整
仍是个长期过程。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我国仍处
在工业化中后期，人口规模巨大和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国情决定了
我国不可能像韩国、新加坡和日本那样一下子就实现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换位，而将是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
业共同拉动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需要10至20年。

不过，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发展趋势，也为
中国加快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范剑平表示，中西部仍然
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可以接过东部地区“世界工厂”的接力
棒，而东部应更多地发展服务业成为“世界市场”。我国在未来的十
几二十年里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这是我国国情所决
定的。

未来，我国服务业还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张本波表示，从中
长期来看，随着城镇化逐步完成，消费需求中物质消费比重下降、
服务消费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会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将由
于消费升级和生产的服务化带动而大幅度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
国第二产业比重将下降到40%以下，第三产业比重将达到55%左右。

“三产”占比首超“二产”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
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0%，而第三产业比重则明显
提高，达到 46.1%，比上年提高 1.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
重高2.2个百分点，这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是我
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进而向后工业化时期
转变的必经过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研
究室主任张本波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是建立在高度依赖投资、高度依赖要素投入和国际分工、高
度依赖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和加工贸易之上的，由此决定了
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畸高，而第三产业比重畸低。

张本波表示，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是由
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竞争格局决定的，我国长期以来
更多地扮演了 “世界工厂”的角色；另一方面与我国处
于加速工业化阶段有关。另外，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城镇
化相对滞后、二元经济结构未根本打破等因素也抑制了服
务需求的有效增长。

显示经济加速转型显示经济加速转型

完善税收制度是经济改革的重点，其中，关系百姓切
身利益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尤为引人关注。日前，财政部部
长楼继伟表示，加快房地产税改革立法进程及个人所得税
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现行个税沦为“工薪税”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
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业内人士表示，“见鹅就拔毛”而不顾及其他是不可
取的。其实，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我国曾多次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 2011 年 9 月 1 日，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调高到3500元／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
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 15%和 40%两档税率，将
最低的一档由5%降为3%。

然而，改革后的个税依然没有充分体现公平的原
则。据了解，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有分类所
得税、混合所得税、综合所得三大模式，而我国是其中
为数不多的采用分类制模式的国家。专家指出，这种模
式符合税制简便的原则，但分项计征使一些高收入者可
以把多元化的高收入通过“分散化”避税，最终在社会
上形成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

“目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阶层，
富裕阶层的税负相对外国来说显得太轻了。”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有关统计显示，在全部个人所
得税收入中，近 2/3 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社会上普遍流
传着一种说法：现在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所得税”。

公平税负改革呼声高

“个税属于二次分配，主要起到调节两极分化、杀富

济贫的作用，但现在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让
利，不要指望个税能对整个税收做出什么大文章。”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对本报记者说。

这些年，公众要求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
高，大家不仅希望继续提高起征点，更呼吁从分类向综合
征收迈进。政府对此极为关注，多年前就将个税改革方向
定为将现行的分类税制改革成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

“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将产生诸多积极

的影响。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
中心主任杨卫华指出，推进个税改革及征管模式的转
变，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从而达到公
平税负，为我国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
调动一切劳动者的积极性。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
目标多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今，工薪阶层生活压
力日益加大，改革的呼声因此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社会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会成为社会不
稳定的因素，而个税能够间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通过调节收入差距来缓和目前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
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杨卫华强调说。

差别化模式逐步实现

专家指出，本届政府视改革为最大的红利，相信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体制改革会尽快落地。

对于改革内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
林认为：“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即把
工薪、股息财产所得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块征税，形式
上类似于日本实行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对于综

合征收的部分，应把所有收入进行加总制定统一的税
率，而分类的部分则单独制定税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张斌建议，个税改革应该更加
体现以“人”为中心，综合考虑收入情况和负担情况。
在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后，逐步实现以家庭
为单位征收和差别化扣除模式，从而充分照顾到每个家
庭的实际情况。

杨卫华表示：“还是应该选择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
家庭为单位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对个人经常性所得或者劳
动所得采用综合征收模式，每个月按月预缴个税，年终汇
算清缴多退少补。对于个人的其他收入，如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则采用分类征收模式，我认
为财产转让所得也应分类征收，对这些收入一次性征收，
不用汇算清缴。同时，在征管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
税源监控模式，加强现金管理，减少现金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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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年度新品发布会举行
S5重新定义移动智能体验

本报电（魏琴英） 2014 三星论坛暨年度新品
发布会日前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拉开帷幕。在
发布会上，三星电子隆重介绍了全球热销2亿部的
GALAXY S 系列第 5 代产品——能够为消费者创
造更大价值的GALAXY S5。这款产品对与日常生
活紧密关联的重要功能进行了多项创新，重新定
义了新时代的移动智能体验。全新的GALAXY S5
集先进的摄像头、快速的网络连接、专业的健身
工具和增强的安防功能于一身，能够帮助消费者
关爱健康并掌控时尚潮流。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移动通信部产品战略总监
梁耀基 （下图） 在介绍这款手机时表示，GAL-
AXY S5拥有一系列创新而又实用的功能，帮助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有活力。

全新的 GALAXY S5提供了超强的摄影功能，
其配备的1600万像素摄像头、增强菜单和用户界面
都使得消费者能够毫不费力地拍摄、编辑和分享照
片。该产品具备世界上最快的自动对焦速度（其对
焦时间仅为0.3秒）和先进的高动态光照渲染。它可
以通过同时使用 WiFi与 LTE，达到最佳网络速率。
该产品防尘、防水，并配备了指纹识别器，以达成可
靠的生物识别锁屏功能。它还可为用户提供一个综
合的个人健康追踪器，这些工具包括了计步器、热
量及运动数据记录器。

我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
本报北京3月1日电（记者张意轩） 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数据，2013 年中国已成
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 年，中国货物进
出口总额为 4.16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2.21 万亿
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 1 日就此发表谈话表
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
国，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道路上新的里程碑，是我
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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