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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重点研究山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山东省第一产业产值结构和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最高点相符，但劳动力结构远高于标准产业结构，劳动
生产率比相应发展阶段所应有的生产率要低得多。
山东省的第二产业产值结构高于标准值，但劳动力结构则低于标准值。
主要由于第二产业发展出现资本排斥劳动现象较严重。
而山东省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都低于标准值。
因此，山东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应有的第三产业比例过低，发展不足。
山东省第三产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发展阶段不适应。

　　二是涉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如科技创新因素。
科技进步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再如地域文化因素。
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地域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
提高竞争力、形成凝聚力。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域文化已成为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和推
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之中显得尤为突出。
还有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瓶颈因素、发展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等等。

　　三是对策研究。
“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国内外发展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多。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和支持服务业的发展，并促进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
业转变。
形成的对策重点涉及如何又好又快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从战略高度重视繁荣发
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民营服务经济，形成有序
竞争格局；积极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服务外包跨越发展；大力发
展创意产业，使其成为新的增长点。

　　研究中还提出加快发展山东现代服务业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围绕农业优势和发展需求
，如何加快农业服务业的发展；而围绕农业优势和发展需求，发展农业服务业需要实现几方面的突破
，如随着种植业需求的延伸，扩展农业服务项目，衍生农业服务业态，特别是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
产业链，产业群集聚联动以及产销为核心，做大做强农业服务业；要努力实现山东省农业服务业的特
色化、规模化、高端化和集聚化。
二是围绕第二产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问题。
三是如何促进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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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莱州市物业服务与管理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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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镇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支出12012.73元，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支出为4417.18元，前者约为后者
的2.7倍，绝对差距为7595.55元。
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支出4417.18元，比城镇居民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5233.91元还低816.73元。
以上分析表明，山东省不同收入的城镇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
距。
　　（二）山东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2010年山东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了山
东省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构成，即消费结构。
通过计算结果，山东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为食品类消费，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
重为32.9010，农村居民为36.60/0。
食物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一般随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
通过数据分析，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在逐步降低，即恩格尔系数在降低，
这与恩格尔定律显示的变化是一致的。
　　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除食品消费外，交通通讯类的消费比重较高（14.3%），并且随着收入
的提高，城镇居民在该方面的消费比重差不多是逐步升高的，其中最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比重最高，达
到18.1%。
交通通讯类的消费作为目前的消费热点，一方面它属于发展享受型的消费，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用
于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方面的比重会随之增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为了刺激消费，在一
段时期内出台的汽车购置优惠政策，也大大刺激了交通方面的消费，并且该产业在未来仍将会有很大
的消费潜力。
　　在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比重呈现中间低、两端高的“U
”型趋势。
城镇最低收入群体（12.2%）和农村居民（21.4010）的住房支出比重都排在其消费支出的第二位，高
收入群体的居住消费比重也比较高。
分析原因，由于低收人群体居住条件大多比较差，对于改善居住条件比较迫切，所以在居住方面的支
出比重较高；高收人群体在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基础上，会对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等方面有更高的要
求，对于住房的消费往往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所以消费比重也相对较高；而中等收入群体大
多已经实现基本的居住条件，对于更好的居住条件又无能力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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