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自 1998 年金融危机以后袁全球制造业和生产企

业发展持续低迷袁但服务业却显出极大的增长动力袁
发展速度异常迅猛遥再加上政府高度重视袁受到各种

政策扶持袁企业的发展热情也相对较高遥目前在发达

国家的产业部门中袁 已经基本确立了服务经济的产

业结构曰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加快发展服务业袁逐步开

始向服务经济转型遥 作为服务经济条件下的支柱产

业袁现代服务业正在逐步取代制造业袁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遥 因此袁对我国 31 个省份的现

代服务业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分析袁 深入探讨区域现

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空间格局袁研究发展规律袁既有

利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袁提升其产业竞争力袁改善我

国投资环境袁也有利于制定和推进现代化的服务业遥
近年来袁我国现代服务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袁

国内学者在这方向上的相关研究也比较丰富遥然而袁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范围相对集中要要要主要体现在针

对现代服务业进行描述性分析袁 而运用动态分析的

方法对我国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相关问题进

行的研究较为匮乏[2]遥 因此袁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现代

服务业评价指标系统袁综合 TOPSIS 法尧密度估计以

及马尔科夫链方法袁以 2011-2015 年十二五计划期

间袁我国 31 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袁分析我国现

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水平特征及分布动态袁 为建设

现代服务业提供重要政策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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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建立现代服务业的评价指标体系袁 是对现代服

务业发展程度尧 发展潜力进行统计描述和定量化监

测评价关键环节[3]遥 然而袁当前我国尚无较为权威的

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袁 即便有关于评价指标体

系的研究袁其研究范围也较为零散袁缺乏系统性 [4]遥
因此袁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袁遵循科学性尧
可操作性和适应性的原则袁 从现代服务业的总体现

状尧成长性和基础设施三个维度为出发点袁构建现代

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5][6][7]遥 一级指

标包含二级指标袁共选取 13 个二级指标袁具体指标

体系建立情况如表 1遥

表 1 现代服务业的潜力评估指标体系

三尧动态特征分析

渊一冤TOPSIS动态特征分析

指标体系建立后袁即可开始对 31 个省份的现代

服务业发展潜力进行统计评估袁 本文首先尝试利用

TOPSIS 法对现代服务业指标体系进行动态特征分

析遥
TOPSIS 法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 是 C.L.Hwang 和 K.
Yoon 于 1981 年首次提出遥 TOPSIS 法确定理想化目

标后袁 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

度进行排序袁 是一种在现有的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

评价的方法遥该方法的制约因素仅为各效用函数袁具
有单调递增渊或递减冤性遥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中袁

TOPSIS 法是一种常用有效的方法袁也称为优劣解距

离法[8]遥 其基本思想是院把综合评价的问题形成矩阵

分析袁确定理想解和负理想袁计算每一个被评价对象

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之间的差值袁 再比较各项与理

想解的差距和接近度袁从而进行综合评价排名[9]遥
基本步骤为院
渊1冤评价指标的极性处理袁得到极性一致化矩阵

X*遥
(1)

渊2冤对同趋势化后的数据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院
(2)

渊3冤确定正理想解 Z+和负理想解 Z-遥
正理想解院Z+=渊Zmax1袁Zmax2袁噎袁Zmaxn冤
负理想解院Z-=渊Zmin1袁Zmin2袁噎袁Zminn冤
渊4冤对应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渊和冤

如下所示院

(3)

(4)
渊5冤根据以上方案中理想解的接近度计算袁值越

接近于 1袁则评价对象值此时最靠近最优解袁并且同

时又最远离最劣解袁 为相对最优曰 反之则为相对最

差遥 其中综合评价最优解的各指标值都达到各评价

指标的最优值遥 最劣解的各指标值都达到各评价指

标的最差值遥
(5)

渊6冤将方程渊5冤中得到了评价系数袁带入以下公

式中袁可得到各个方案的综合评估水平遥

(6)
基于篇幅原因袁31 个省份的十三个二级指标数

据不再一一罗列袁 经 TOPSIS 法进行排序后获得 31
个省综合评价指数如图 1遥

图 1 中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比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现代服务业总体现状

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部人员比例

现代服务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

平均工资水平

现代服务业成长性

万人大学生数

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申请专利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星级宾馆数

现代服务业基础条件

万人公交车使用数量

城镇化率

网络使用率

城市人均绿地

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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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OPSIS 法袁 对各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

指标体系进行求解袁 其解定为各省现代服务业发展

潜力指数袁根据指数数值(余雁尧梁墚袁2003:98-101曰
尤天慧尧樊治平, 2002:840-842曰杨珂玲尧蒋杭尧张志

刚袁2014院130-144)袁通过聚类分析法袁将我国 31 个

省份的现代服务业潜力水平进行划分袁 共分为五个

等级袁分别为差渊评估指数小于 0.4冤尧弱渊评估指数小

于 0.4-0.6冤尧中渊评估指数大于 0.6-1.0冤尧良好渊评估

指数 1.0-2.0冤以及优渊评估指数 2.0 以上冤遥 按照以上

标准袁 可进一步划分出十二五计划期间我国 31 个省

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平均水平袁具体情况如表 2遥

表 2 中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层次划分

为了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袁为党中央尧国务院制定不同区域发展的政策提供

相关依据袁国家统计局根据叶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关于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曳尧叶国务院发布关于

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曳 以及党的十

六大报告等文件的精神袁 把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

东部尧中部尧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遥 东北区涵盖东三

省地区渊黑尧吉尧辽冤曰东部地区以京津冀和东部沿海

发达省会为主袁包括北京市尧天津市尧上海市尧河北

省尧山东省尧江苏省尧浙江省尧福建省尧广东省尧海南

省曰中部地区院山西省尧河南省尧安徽省尧湖北省尧湖南

省尧江西省曰西部地区院重庆市尧四川省尧贵州省尧云南

省尧陕西省尧甘肃省尧青海省尧内蒙古自治区尧广西壮

族自治区尧西藏自治区尧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遥以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

务业总体现状尧成长性尧基础条件等发展潜力数据作

为基本数据袁对全国各区域的服务潜力进行对比袁结
果如图 2院

(a) 2011

(b) 2015
图 2 中国四大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比较

可以看出袁 我国各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在

十二五规划期间均呈现出了增长态势遥 其中东部地

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优势明显袁 综合发展情

况明显高于全国均值袁除河北外袁东部地区各省份均

处于发展潜力强或较强区域内遥从表 2 可以看出袁西
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袁 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尚

不能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袁 大部分位于发展潜力弱

和差的位置曰中部和东北则处于中游区域袁所属各省

份基本处于中等和较弱区域 袁发展极不平衡曰从各

区域单项一级指标来看袁 现代服务业总体现状单项

指标上袁各地区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袁东部地区最高

并且显著增长袁 西部地区尧 东北地区次之且相差不

大袁 中部地区的指数最低曰 而从成长性单项指标来

看袁东部地区服务业的单项指标最高袁并且优势极为

明显袁但发展情况变化并不大袁东北地区处于全国平

均水平略微领先袁在这项指标上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袁
而中部地区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略微落后袁 但是发展

最为明显遥西部地区是成长能力明显偏低尧变化也不

明显的一种空间时间分布格局曰 在现代服务业基础

条件维度袁四大区域均呈现上升态势袁东部地区这项

指标优势也极为明显袁 东北地区也处于较有优势的

排名 省份 T 均值 潜力层次 排名 省份 T 均值 潜力层次

1 北京渊E冤 2.973 优型 17 内蒙古渊W冤 0.581 弱型

2 上海渊E冤 2.017 优型 18 宁夏渊W冤 0.548 弱型

3 广东渊E冤 1.493 良型 19 黑龙江渊EN冤 0.546 弱型

4 天津渊E冤 1.482 良型 20 青海渊W冤 0.530 弱型

5 江苏渊E冤 1.345 良型 21 湖南渊M冤 0.523 弱型

6 浙江渊E冤 1.278 良型 22 山西渊M冤 0.506 弱型

7 辽宁渊EN冤 0.951 中型 23 安徽渊M冤 0.504 弱型

8 福建渊E冤 0.853 中型 24 广西渊W冤 0.472 弱型

9 陕西渊W冤 0.846 中型 25 新疆渊W冤 0.468 弱型

10 山东渊E冤 0.824 中型 26 河南渊M冤 0.452 弱型

11 重庆渊W冤 0.717 中型 27 云南渊W冤 0.370 差型

12 海南渊E冤 0.713 中型 28 江西渊M冤 0.349 差型

13 湖北渊M冤 0.684 中型 29 甘肃渊W冤 0.343 差型

14 吉林渊EN冤 0.614 中型 30 贵州渊W冤 0.332 差型

15 四川渊W冤 0.606 中型 31 西藏渊W冤 0.305 差型

16 河北渊E冤 0.594 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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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袁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袁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遥从实际情况来看袁东部地区在基础条件上明显

处于领先地位遥 例如袁在基础条件指标上袁北上广以

及天津和江苏分别列全国前五袁北京尧天津尧上海尧广
东和江苏袁 位列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前五名袁 另外江

西尧云南尧甘肃尧贵州以及西藏分别列全国最后五名袁
服务业的基础条件较差遥

渊二冤Kernel密度估计动态特征分析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是在概率论中用来估

计未知的密度函数袁 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之一袁由
Rosenblatt (1955)和 Emanuel Parzen(1962)提出袁又名

Parzen window (Parzen 窗)(Wand,M.P, J.S.Marronand
D,1991:343-361)遥 基于数据集密度函数聚类算法袁
Ruppert 和 Cline 提出修订的核密度估计方法遥 假设

存在一随机变量 X袁其 Kernel 密度函数为 f渊x冤袁则
该点 x 处的 Kernel 密度函数可设为

渊7冤
这里袁n 为研究对象观测个数袁K渊窑冤为核函数袁

琢 是平滑转换参数袁也称之为带宽袁在 Kernel 密度

估计过程中袁K渊窑冤和 k 选择是关键袁常见的核函数

有均匀核函数尧三角核函数尧伽马核函数尧高斯核函

数等遥研究经验表明袁当估计过程中采用的分组数据

越少时袁选择高斯核函数可能性越大 [10]袁基于经验袁
本文选用高斯核函数进行估计遥

S Silverman(1986)发现在实际估计运用中袁样本

越多袁越宜选择使用较小的带宽 h袁但不可太小袁实
际当数据特征和核函数已经给定时袁 带宽 h 选择过

小袁Kernel 密度估计结果会较为毛糙袁此外袁还会产

生一些数据噪声和一些反事实的伪造信息曰 而如果

带宽 h 选择太大袁Kernel 密度估计结果则过于光滑袁
容易掩盖数据结构袁遗失一些重要结构性信息遥一般

h 应满足如下要求院
渊8冤

基于数据特征和带宽性质袁我们选择

袁A 为 min

另外 IQR 为五分位间隔袁n 为样本个数遥 综上袁我们

可获得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 31 个省份的现代服务

业发展潜力水平核密度曲线如图 3 所示院

图 3 2011 和 2015 中国 31 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

发展潜力水平核密度曲线

从得到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 Kernel 密度曲

线的分布变化及其形状趋势袁 就可以用来判断现代

服务业发展潜力的优劣情况袁其 Kernel 密度曲线的

形态特征分析可以用来说明曲线描述对象总体分布

差距的大小与极化现象袁通常我们用 Kernel 密度分

布曲线的波峰所达到的高度和宽度来体现总体分布

差距的大小袁 其数量则说明总体分布的极化现象袁
Kernel 密度曲线分布的延展性袁 即曲线的左拖尾和

右拖尾袁 用来说明曲线分布差距发生变化的趋势

(Abramson,I.S,1982:1217-1223)遥
从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

发展潜力水平 Kernel 密度二维图可以看出院图中我

国 31 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的 Kernel
密度曲线呈现出了整体向右移动的分布趋势袁 表明

从全国角度来看袁 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是处于

逐步上升的过程中遥
此外袁如果 Kernel 密度曲线的波峰高度分布呈

现出了平坦的趋势袁 则意味着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

的差距在扩大袁反之则说明这一差距在缩小遥 从图 3
可知袁Kernel 的密度曲线分布波峰在不断降低袁趋势

变为扁平袁而波峰宽度的分布逐步变宽袁说明我国各

省份之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差距正在不断

扩大遥 图 3 中各年度分布曲线由一个主峰和三个侧

峰组成袁 说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呈现多

极分化的不均衡发展趋势遥 但波峰数量并未发生明

显变化袁 说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在十二五规

划期间袁并未出现明显的极化或收敛现象 Kernel 密
度曲线的左拖尾越长袁说明 Kernel 密度曲线分布差

距变化越呈现扩大化的趋势曰 反之袁 则说明 Kernel
密度曲线分布差距变缩小 [11]遥 右拖尾则相反袁当
Kernel 密度曲线右拖尾越短时袁 表明服务业对应的

潜力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曰Kernel 密度曲线右

拖尾越长袁 则说明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差距呈

现显著扩大的趋势遥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袁2011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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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期间袁Kernel 密度曲线的右拖尾明显变长袁
表示我国各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差距越来越

大遥部分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虽然也在上升袁
但与部分发达省份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袁 反而进一

步拉大了遥 运用 Kernel 密度曲线估计法袁通过对我

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动态分布特

征进行研究袁 可以刻画出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

水平分布的整体形态曰 时间差异比较法可用来分析

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的动态特征遥
利用 Kernel 密度曲线分布估计可继续对我国

各大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动态分布特征进行分

析袁按照以上步骤袁继续建立我国东部尧中部尧西部和

东北地区的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如图 4院

a 东部地区

b 中部地区

c 西部地区

d 东北地区

图 4 四大区域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核密度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袁以 2015 年和 2011 年为例袁我
国东部尧中部尧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

力水平分布均呈现出整体向右移动的趋势袁 说明我

国东部尧西部尧中部和东北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

平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袁 其中

中部地区提升较为明显袁而西部次之袁但东部地区和

东北地区提升并不明显遥 从各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

潜力的差距变化来看袁东部地区 Kernel 密度分布曲

线的波峰高度变化不大袁由尖锐略微变为平坦袁说明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袁 东部地区的各省份之间的差距

虽然变化不大袁但差距水平在缩小袁较为落后的省份

发展略快袁 整体发展比较均衡曰 而中部地区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的波峰高度明显呈现出尖锐转为扁

平袁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袁波峰宽度的分布趋势也显

著变宽袁说明在中部地区各省份之间袁现代服务业发

展潜力水平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袁 并有进一步加

剧的趋势曰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袁密度分布曲线的波峰

高度也有由尖锐转向扁平的趋势袁但速度也不快袁波
峰宽度的分布趋势也无显著变化袁 可以看出西部地

区各省份之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发展也是比

较均衡的曰东北地区的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在十二

五期间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袁 其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

变化不大遥
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

右拖尾在 2015 年时比 2011 年无明显变化袁 说明其

差距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袁 在未来东部地区及东北

地区各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差距趋于稳

定袁不会有太大变化袁中部地区 Kernel 密度分布曲

线右拖尾在 2015 年时比 2011 年明显变长袁 体现了

我国中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差距袁正
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袁 中部地区部分省份现代

服务业发展较快袁 而部分中部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

迟缓袁且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遥西部地区虽然波峰的

高度和宽度变化都不大袁 但右部拖尾却呈逐渐变长

趋势袁表明虽然目前西部极化现象并不明显袁但部分

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有加速现象袁 逐渐可能会

拉大差距遥

渊三冤马尔科夫链动态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

展潜力水平的状态转移规律袁 本文继续引入马尔科

夫链遥 马尔可夫链因安德烈窑马尔可夫渊A.A.Markov袁
1856原1922冤得名袁是数学中具有马尔可夫性质的离

散时间随机过程(沈丽, 2013: 33-47)遥 该过程中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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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当前知识或信息的情况下袁过去渊即当期以前的

历史状态冤对于预测将来渊即当期以后的未来状态冤
是无关的[12]遥

首先袁将 2011-2015 年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

力水平指数离散为种类型袁 本文采用两步聚类分析

的方法划分为 5 种类型遥
其次袁计算我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

水平指数在不同发展潜力水平指数类型间的转移概

率曰转移概率是马尔可夫链中的重要概念袁当把马氏

链分为 m 个状态组成袁在历史资料中袁转化为由这

m 个状态所组成的概率序列遥从任意一个状态出发袁
经过任意一次转移袁必然出现状态 1尧2尧噎噎m 中的

一个袁这种状态之间的转移的可能性称为转移概率遥
当样本中状态 m 可能发生转移的总次数为 i袁

而由状态 m 到未来任一时刻转为状态 ai 的次数时袁
则在 m+n 时刻转移到未来任一时刻状态 aj 的转移

概率为院
pij(m,m+n)=p{Xm+n=aj|Xm=ai} (9)

这些转移概率可以排成一个转移概率矩阵院
P(m,m+n)(Pij(m,m+n))
当 m=1 时袁为一阶转移概率矩阵遥
以测得的 2011-2015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现代

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数为基础构建马尔科夫概率

转移矩阵如表 3院

表 3 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渊2011-2015冤

左半部分为原始矩阵袁 其中第二列 k 值是统计

出的 2011-2015 年间我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

展潜力水平指数所处的状态类型袁即差尧弱尧中尧良尧
优等五种类型的数量和袁 从第三列开始至第七列则

分别表示从初始状态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转移为其他

类型的次数遥右半部分为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袁其
各行元素表示某型行状态类型转化为列状态类型的

概率袁 即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类型没有发生改变的

概率通过对角线上各元素进行表示袁 发展潜力类型

发生转移的概率通过非对角线元素进行表示袁 其转

移矩阵各行元素之和为 1遥 对角线元素接近 1袁意味

着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转移状态的概率越小袁
其处于原始状态的概率越大曰若非对角线元素为 0袁
说明等级类型没有变化遥

在转移矩阵中袁 对角线上概率均在 0.7727 以

上袁这说明袁在十二五期间袁我国整体的服务业发展

潜力较为稳定袁在发展潜力级别较低的条件下袁呈现

显著的潜力增长现象袁 特别是从差型向至弱型转移

的过程中袁差型状态发生改变的概率最大遥对于评估

指标为中尧良好以及优秀的来说袁其现代服务业发展

潜力具有很强的持续性遥 潜力差型向潜力弱型发生

转移的概率为 0.2273袁已经超过 20%袁而现代服务

业发展潜力弱型向潜中型转移的概率仅为 0.0952袁
从发展潜力指数弱转到中型的概率为 0.0681袁 而从

良转为中的概率为 0.0329袁因此可以看出袁当发展潜

力指数较高时袁存在双向转移的可能袁但是向下转移

概率更高遥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袁目前的现代服务

业潜力水平呈现空间聚集于分散特性袁 但潜力水平

较低时袁趋近于空间聚集曰反之袁为空间扩散[13]遥
结合 Kernel 密度分布曲线袁从整体来看袁中部

地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袁 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变化

最为明显袁 其他地区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

平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曰其次袁发展潜力级别较

低的省份往往具有后发优势袁 并呈现出显著的现代

服务业发展潜力增长的趋同现象曰再者袁我国的现代

服务业潜力水平呈现空间聚集于分散特性袁 但潜力

水平较低时袁趋近于空间聚集袁反之袁为空间扩散遥因
此袁政府应在产业战略布局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袁构
建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机制袁围绕物流尧人
流尧资金流尧信息流,突出重点领域大力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突出关键环节袁着力推动改

革创新尧集聚发展尧平台建设尧市场主体和项目建设,
积极构建与工业化尧 城镇化相协调的服务业发展新

格局袁构建新型金融产业园区袁推进经济的良性快速

发展遥

四尧结 论

为进一步探讨十二五期间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

潜力的问题袁 本文从现代服务业的指标体系建立方

法和指标选取为切入点袁从总体现状尧成长性和基础

条件等三个方面构建了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袁并在此基础之上袁引入加权主成分 TOPSIS 法尧
Kernel 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等研究方法对中国

31 个省份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水平及其分布动态

ti/ti+1 k 差
型

弱
型

中
型

良
型

优
型

差型 弱型 中型 良型 优型

差型 22 17 5 0 0 0 0.7727 0.2273 0 0 0
弱型 63 2 55 6 0 0 0.0317 0.8730 0.0952 0 0
中型 38 0 3 35 0 0 0 0.0789 0.9211 0 0
良型 22 0 0 1 21 0 0 0 0.0476 0.9545 0
优型 10 0 0 0 1 9 0 0 0 0.1000 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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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hina爷s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its

Distribution
Lin Xiaowei1, Chen Zhong2

(1.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Fuzho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60202;
2.Open Economy and Trade Research Center, Fuzhou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60202)

Abstract: Based on available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of establish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dex system from its overall situation, growth and basic condition. And on this basis, with
the methods of weighted principal component TOPSI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arkov chain, it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ion in China爷s 31
provinces, and analyz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野twelfth five-year plan冶 period central China witnessed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hil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other provinces stayed at a relatively stable level. Then, provinces with low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tend to have second mover advantages and they are very similar in the potential growth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Moreover, the potential level of China爷s service industry presents spatial accumulation in
the scattered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service industry tends to cluster together when the potential level is low,
and it otherwise scatter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potential; TOPSI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distribution

时序特征进行了研究遥 本研究有利于找出不同地区

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势和劣势袁 对经济新常态下我

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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