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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辽宁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工业产业集群、推进三大区域
发展战略以及惠及民生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评析，深刻分析了辽宁省目前存在的问题、全国物价
上涨以及动荡的国际金融形势可能给辽宁造成的负面影响，对2011年乃至“十二五”时期辽宁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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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晓峰，男，黑龙江省肇东市人，哲学学士学位，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
会学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辽宁哲学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评
审组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
主要研究成果有：《改革开放20年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卷》、《在变革中崛起——辽宁改革发展实践
的理性思考》、《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营口卷》、《辽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历史性巨变——解读辽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等。
　　张晶女，辽宁省统计局局长，教授级研究员，高级统计师，辽宁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地区资金流量核算研究报告》、《辽宁资源资产
核算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关于提高辽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关政策和措施研究》、《“大流通”
引发的深层次思考》等著述。
其中获国家部委和省政府科技进步奖6项；省级奖12项。
　　张卓民，男，吉林长春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辽宁社
会科学院院务委员、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务咨询委员会主任，辽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自
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主要研究专业和方向：哲学、社会学。
主要学术研究成果有：《科学与认识论》、《科学方法论丛书》、《一般选择学》、《改革开放20年
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卷》、《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营口卷》、《历史性巨变——解读辽宁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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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服务业门类多、覆盖面大、关联度高、发展前景广，能够对辽宁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拉动和支撑
。
近年来，随着辽宁经济社会整体实力的不断攀升，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
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时，服务业发展还会进一步加速
，并将逐渐演化成强势产业。
　　1.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为服务业增长提供了内在动力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为消费结构
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近年来，辽宁城市居民食品、衣着及家用电器等基本支出比重下降，多元化消费服务需求不断产生。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等消费领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旅游、汽车和住房消费也带动上
下游产业联动发展，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同时，随着冶金、石化、装备制造等重化工业不断发展，产业社会化分工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为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主导产业更加依赖金融、物流、科技、商务、信息、人才等生
产性服务业。
此外，随着辽宁城市化发展，沈阳已经成为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大连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
市化直接带动了辽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三大战略实施为辽宁服务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辽宁
省的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辽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构成了辽宁经济地理系统的三大板块。
由于“三大板块”生产力布局不同，经济基础存在明显差异，实施三大战略能够促进区域内产业转移
加快，收入向稳态发展，最终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这为辽宁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
此外，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省内各地区重点突出现代服务业主题
概念，精心策划推出了一批新城区、新市镇、服务业集聚区和商贸、旅游、物流、金融、信息软件、
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重大项目，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外商投资辽宁，促成了一批重点城市综合体开发
建设项目，为辽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随着三大板融合、互动增强，辽宁服务业会随着三
大板块协调发展而进一步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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