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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副所长和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王朝阳从理论上对金融服务的内涵和金融服务业的范围及相关的理论问题

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金融服务与金融服务业  

    对于什么是金融服务，国内还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定义。现有对金融服务的定义或界定主要是从营销管理的角度出发，或者体现在相关

法律法规和经济统计中。联合国统计署定义了“金融及相关服务” ( Financial and Related Service ) 这一项统计口径，粗略地说，它包括：

金融中介服务，包括中央银行的服务、存贷业务和银行中介业务的服务；投资银行服务；非强制性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服务、再保险服务；

房地产、租借、租赁等服务；以及为以上各项服务的种种金融中介服务。  

    金融服务内涵的模糊影响了金融服务的界定。但无论是金融服务内涵还是金融服务的范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各国不断改变和调整

的产业分类标准也证明金融服务业在产业构成上是动态变化的。  

    二、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  

    我国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现价和不变价）是分金融业和保险业两部分进行的，其中现价金融业增加值的计算包括生产法和收入

法两种方法。在用这两种方法计算金融业增加值时又都分为直接计算和间接计算部分，其中直接计算部分包括能够获得年度会计决算报表

的各类金融机构；对于得不到会计决算报表的金融机构，是利用相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直接计算部分贷款余额的比例，和直接计算部分

获得的生产法（收入法）增加值进行外推的办法来计算其生产法增加值。  

    金融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的困难主要来自于金融服务本身固有的与有形产品不同的特征，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物理单位来度量

金融服务数量，因此无法定义其价格，进而无法编制准确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不变价增加值由此也难以计算。我国金融保险业在计算

变价增加值时采用了单缩法，所使用的价格指数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数，权数分别是支出法国内生产

总值中的居民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两者之和的比重。  

    三、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  

    近十年来德国、法国和英国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除美国的上升趋势比较明显外，其余国家金融服

务业对 GDP 的贡献基本保持稳定。无可否认金融服务部门发展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我们认为当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金融

服务业的增长会基本保持稳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非由产业本身创造增加值来履行，而是体现在金融服务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对其他部

门的促进作用上。  

    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现状分析  

    从我国金融服务业内部结构看，截至 2001 年底，信用合作社和商业银行占据了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绝大比重，保险业的企业法人单位

数占了总数的 11.18% ，其余各小类产业在企业法人单位数上的份量要轻的多。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众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导致了银行

和非银行类金融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比重分别为 33.17% 和 55.64% 。在金融服务业的就业结构上，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和保险业吸收就

业人数占金融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 90.05% ，其他各行业总共吸纳的就业人员还不足金融服务业整体的 10% 。可见金融服务业

在吸收就业上的贡献主要靠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来完成。  

    在竞争力方面，从金融服务业与全行业平均水平的对比可以发现，我国金融服务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由于我国金融服务业在市场准

入上存在许多限制，市场结构表现为垄断特征，充分竞争环境尚未形成，因此如果进行横向比较，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

服务业的竞争力很值得怀疑。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对服务经济的理论研究要明显滞后与服务业的发展，这一点在金融服务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金融服务模糊的内涵使得金融服务业的界

定和金融服务产出的计量成为难以说清的话题。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服务业，根据不同划分标准，金融服务业属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实践

中，不同国家金融服务业的统计口径也不尽相同。在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上，尽管理论和实践都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做出了回答，

但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金融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要普遍高于对总就业的贡献，这事实上表明了金融服务部门较高的生产率。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当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比较稳定，这时金融服务部门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其作为中间投入对其他产业部门的促进作用来实现，而不是靠其自身创造增加值来完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服务业发展很快，目前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很重的份量。对相关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良好的正向相关关系。但由于中国的经济核算方法与世界通行方法不同，加上受各种因素制约，中国金融服务

业在总体规模、内部结构和竞争力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为此我们建议：（ 1 ）加强服务经济理论研究，完善统计核算制度，用明确



的理论来指导实践；（ 2 ）制定合理产业政策，在提高金融服务业总体水平的同时注重内部结构的完善；（ 3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强

化产业内部竞争状态，提升竞争力。 

文章出处：《上海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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