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

产经 INDUSTRY北方经济

现代服务业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

技术应用等产业特征决定现代服务业的集

聚发展。从世界服务业发展情况来看，现

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是当前的潮流和趋

势，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把建设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作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战略举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对现代服务业的

集聚发展模式进行了有力的尝试，在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建设上也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新城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特征

   

 “十一五”以来，新城区政府充分意

识到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布局分散、类型单一、规模较小、层

次较低等问题，按照“成熟一个、规划一

个、建设一个”的原则，以推进集聚区发

展为动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一）发展规模不断壮大

作为呼和浩特市发展服务业的核心

区，新城区的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2015 年 新 城 区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实 现 651.4

亿元，占新城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了 89.4%，占呼和浩特市服务业增加值的

比重达到 31.1%，在自治区 103 个旗县区

中服务业增加值总量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均位居首位，自治区服务业首区的地位进

一步巩固。

 （二）服务业空间布局初步形成

“十二五”期间，新城区调整优化了老城区传统服务

业，集聚发展东河以东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大青山前坡

生态服务业，服务业空间布局初步形成。老城区提升传统

服务业的层次和水平，推动专业街区集聚发展，打造一带

三圈。即自治区级商务金融产业带、自治区高端文化圈、

东库东西街中高端家居建材体验商圈、内蒙古电子产品交

易商圈。东河以东区块以鸿盛园区、东客站为载体，构建

层次高、布局优、结构好的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打造两带

两中心，即东河慢行休闲带、自治区级现代物流带、自治

区东客站商业中心、国家级科技创新创业中心。大青山前

坡区块打造“一环、两带、三线”旅游格局。“一环”是

指环大青山旅游线 ；“两带”是指一条农家乐体验旅游观

光带、一条绿植果蔬花卉种植为内容的生态观光带 ；“三

线”是指三道旅游线，包括哈拉沁沟旅游线、小井沟旅游

线、圣水梁旅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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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战略举措。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在精心研究相关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理论研究基础上，从新城区服务业发展、集聚区发展的实际出

发，对现代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有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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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5 年自治区服务业增加值排名前 10 位旗县区服务业发展指标

地  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包头市昆都仑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包头市青山区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包头市东河区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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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业集聚建设初见成效

新城区先后将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大青山前坡休闲旅游区等 5 个集聚区，成功

申报成为自治区级服务业集聚区，成为目前全区

拥有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地区。2014 年以来，

按照“布局集中、资源集约、产业集群、功能集

成”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太伟方恒中央商务区

等 12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及时申报国家、自

治区、呼市三级服务业集聚区，建立了由区级领

导负总责、相关职能单位精管理、一区一组的管

理体系，进一步明晰各集聚区的具体范围、功能

定位、产业特点、发展状况、入驻项目进展、企

业生产经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情

况，为充分释放集聚效应奠定基础。

（四）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导

服务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现代服务业成

为了主导，占比稳步提升至 49%，以商贸流通、

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为主体的传统服务业提档升

级，以大数据云计算、创新创业、总部经济、现

代物流、金融保险、生态旅游和健康养老为代表

的现代服务业比重快速提高。同时，服务业对就

业的贡献进一步提高，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

从 业 人 员 比 重 , 从 2004 年 的 64.2% 提 高 到 2015

年的 69.3%，高于二产 42.3 个百分点，已经成为

吸纳就业的主体。

二、新城区服务业集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城区服务业集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开

端，但无论是服务业集聚发展质态，还是服务业

的外部环境，短板和瓶颈依然存在，与国家、自

治区和呼市对新城区打造服务业发展高地、引领

全市、全自治区、西北地区服务业发展的要求相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服务业综合管理未能形成体系，服务业涉及

行业多、辐射范围广，行业管理多以领导小组等

临时性机构或组织开展引导、监管工作，尚未形

成闭合服务业管理体系。受现行体制和实际情况

约束，我区在服务业发展政策尤其是在土地和税

收等方面难以制定较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缺

乏系统性的服务业支持政策，不利于稳定企业预

期。人才缺乏和统计工作没有跟上。旅游、信息

服务、物流配送、科技研发、文化传媒等现代服

务业的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智

力保障不足。此外，新兴的一些业态如云计算、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没有纳入统计范围，无法

全面地掌握新型服务产业具体发展情况。

( 二 ) 服务业内部结构有待优化

作为新城区支柱产业，服务业的发展直接

影响到新城区经济总体发展。从服务业内部结构

看，房地产、商贸业等传统服务业占比虽有下

降，但云计算及信息服务、科技研发、文化旅

游、健康养老等现代服务业正处于培育期，发展

明显不足，还未成长为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引

领带动作用还不突出。此外，新城区虽已成功申

报 5 大自治区级服务业集聚区，但与国家和自治

区对服务业聚集区辐射带动作用要求相比还有一

定差距，聚集效应优势没能充分体现。

( 三 ) 民族特色资源比较优势发挥不充分

新城区近年来虽然在民族特色资源的开发利

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民族特色资源比较优势

发挥仍然不足。一方面，对满蒙文化搜集整理等

民族特色资源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转化模式

粗放，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 ；另一方面，民族文

化资源优势没有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如举办国际

马术节、承办大型赛马活动等马产业文化未能尝试

发展，北疆草原民族特色经济特点不够明显。

三、新城区服务业集聚助推现代服务业

发展启示

服务业集聚区成为新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突破口，新城区服务业集聚区将依靠区域特色和

功能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一）进一步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

新城区今后以激发经济活力，完善产业功能

为重点，推动服务业产业升级，推进服务业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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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特色、高端、品牌方向发展，着力构建“一

轴、一带、三圈”的服务业空间布局。强化一轴

为以新华大街为服务业发展轴，依托新华大街金

融商务集聚基础和现代都市的品牌形象，打造自

治区级商务金融街 ；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乌兰恰特剧院、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馆、内蒙古演

艺中心，打造自治区高端文化中心 ；依托内蒙古

润宇国际家居中心、居然之家等家居建材企业，

打造内蒙古自治区家居建材专业市场群 ；以诚信

数码大厦、颐高数码广场等为基础，打造自治区

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建设一带为培育

完善大青山前坡旅游度假休闲观光带，继续对大

青山前坡区域进行生态保护综合治理，依托哈拉

沁生态公园、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呼和

塔拉草原、太伟滑雪场、大青山登山步道、十万

亩森林公园、大窑遗址公园、圣水梁景区等一批

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旅游休闲功能，打造

集红色文化、马文化产业、绿色生态、休闲观

光、体育健身等为一体的都市旅游度假休闲观光

带。打造三圈为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科技园和

大学生创业园，加强与区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

作，发挥呼京高铁优势，将大学科技园打造成为

京津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周末工程师的候鸟型工

作地，打造集科技研发、企业孵化、检验检测、

产品认证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创业

圈 ；依托南浦商业街、绿地新都会和东河上院子

等商业综合体，打造首府规模大、层次高、功能

全的现代化商业圈 ；依托成吉思汗广场、比塞塔

街、兴泰国航酒店、巨华酒店、友谊商业广场、

内蒙古体育馆、内蒙古赛马场、呼和浩特体育场

等，打造集体育运动、休闲娱乐、高端消费于一

体的蒙元特色商业圈。

（二）进一步加强服务业特色集聚

新城区今后将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及民族特色

优势，服务业将朝着特色集聚发展。新城区服务

业特色集聚将围绕打造“三区、两地、两中心”来

进行。其中“三区”为充分发挥新城区优势服务产

业基础上的发展目标，即创建国家大数据应用先行

区、中蒙俄国际产业合作示范区、北方休闲体育运

动展示体验区。“两地”为发挥新城区区位优势而

建立发展目标，即创建西北地区服务业创新高地、

国际蒙医药养老康复示范基地。“两中心”为发挥

新城区特色的发展目标，即创建国际马文化产业合

作交流中心、西北地区酒文化产业融合中心。通过

创建“三区、两地、两中心”寻找突破口，探索加

快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全自治区、全国提供

示范性、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三）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新城区今后以显著提升产业发展整体素质

和产品附加价值为重点，围绕全产业链的整合优

化，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研发设计、流程优

化、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建立与国

际接轨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体系，推动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应用，

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

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

业态。其中，以中国联通西北（呼和浩特）基地

为支撑，以双创中心、新城科技创新示范园、互

联网众创园等平台为载体云计算及大数据产业集

聚，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大学科技园、自治区

大学生创业园、自治区互联网众创园、创业社区

等平台的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业集聚，发挥新城区

拥有京呼高铁客运站、火车站、110 国道、呼包高

速等多个重要交通节点汇聚的优势的现代物流业

集聚，立足金融产业在自治区首位优势的总部经

济和金融业集聚等，将是集聚区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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