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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

前言

　　电子服务是在全球经济向服务型转化，我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背景下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
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家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专
门设立了“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并把“现代服务业信息支撑技术及大型软件”作为优先主
题；科技部进而设立了“现代服务业共性技术支撑体系与应用示范工程”重大专项，并从2006年开始
正式实施。特别是自2007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来，各地加快
了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制订和人才培养工作，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金融、现代物流、数
字教育、电子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日新月异。　　近几年，我国高校在为现代服务业培养复合型人
才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北京大学2005年第一个成立了电子服务系，清华大学2006年首先建立了现
代服务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则在2006年底率先设立了电子服务博士点和硕士点，2007年由
国务院学位办审核批准并于2008年正式开始招生。2007年7月，浙江大学联合计算机、管理、经济等学
科的教授组建了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以期充分发挥重点大学学科齐全、交叉研究的优势，通
过复合型学科团队联合参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科技攻关，逐步形成交叉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种
将现代服务科学理论知识、计算机应用与服务工程技术、现代管理与电子事务能力等综合交叉的人才
培养模式，将大大推进国内电子服务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深入，进而推动我国的服务经济健康发展
。　　《电子服务优秀专（译）著系列丛书》是在教育部高教司、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商务部信息化
司、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电子服务专家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组织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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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服务业:特征、趋势和策略》深入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分类体系和理论基础，归纳
总结了当前全球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八大趋势，全面客观评价了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发展
现状、主要问题和面临形势，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方针、战略、重点、科技支
撑体系和区域布局方案，并从人才、资金、科技支撑、区域协调等方面提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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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即时性。服务的即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不可分离性，即服务的生产与消费通常是
同时发生的，它不像有形产品在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一般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服务产品与其
供应者大多无法分割；②不可储存性，多数服务无法像一般有形产品那样存放待售，消费者在大多数
情况下也不能保存服务。　　（4）异质性。服务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即使是同一种服务，受到提供
服务的时间、地点及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必须有人员接触的服务，其服务的品质异质性就
相当大，通常会视服务人员、顾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服务的构成成分及其质量水平变动较大。　　
（5）结合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服务与物品存在一定的替代性
和统一性。不少情况下，替代性表现在服务可以替代物品，如运输服务可以替代工农业生产者的自备
运输工具；反过来，物品也可以替代一部分服务，如自动售货机等。另外，当前人们对于物品和服务
的需求都是通过货币购买来实现的，而且一部分服务与物品已连为一体，不可分离，这充分体现了两
者的统一性。　　（6）知识性。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由硬变软
”的趋势，这实质是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新兴的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换
，即从物质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换。信息服务业已成为服务业中的主要产业，以至于有人把信息服务
业称为第四产业，而信息服务业的主要特征就是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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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十一五”重点规划图书　　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深刻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范式，并迅
速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和兴盛。现代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方向。为了充分发挥科技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设立了“现代服务业共性技术支撑体系与应用示范工程”重大专项。“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
”是其中一个子课题。　　《现代服务业：特征、趋势和策略》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课
题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分类体系和理论基础，归纳总结了当前全球现
代服务业发展总趋势，全面客观评价了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提出
了新时期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方针、战略、重点、科技支撑体系和区域布局，以及相应的政
策措施。　　《现代服务业：特征、趋势和策略》可供经济规划工作者、研究者、高校相关专业师生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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