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鄂政发〔2021〕28 号（节选）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高产业创新能力、要素配置效率，

增强全产业链优势，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更大突破。 

（因原文篇幅过长，故节选会展相关内容展出） 

第一节 金融业 

建设全国区域金融中心，构建机构健全、实力雄厚、布局合理、产融结合、功能完

善、运行稳定的金融产业发展格局。到 2025 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 5000 亿元。 

一、实施金融功能提升工程大 

力发展科技金融、生态金融、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加快建设以武汉

为龙头的全国性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全国性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全国碳金融中心，畅

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效循环的渠道，增强金融有效供给能力。深化武汉城市圈科技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建设东湖科技保险创新示范区和中部地区风投创投中心。

建好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打造全国碳交易中心和碳金融中心。继续加大

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产业链供应链中长期信贷支持。持续推进县域金融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整合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等信息，创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鼓励发展装备融资租赁业务。规

范有序发展消费金融，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金融需求。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 

二、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积极引进境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在湖北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实施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增量提质行动，做大做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动湖北银行、汉口银行等上市，



加快非银机构设立，打造全牌照、全业态金融机构集群。实施上市公司倍增计划，做

实上交所中部基地和深交所湖北资本市场培育基地，推动更多企业多渠道上市挂牌，

支持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争取“四板”创新试点。加强中小企业信用平台建设。推

动金融双向开放，在湖北自贸区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创新试点 

三、优化在线金融服务 

积极协调推动全省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平台、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平台等建设，推行线

上便捷信贷服务。推进数字征信和数字货币应用，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

区块链等技术应用于授信融资、承保理赔、资产管理等领域。 

第二节 现代物流业 

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基本建立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经济便捷、智能绿

色、融合联动的现代物流体系。到 2025 年，力争全省物流业增加值达到 5000 亿元。 

一、加强物流通道建设 

加快“空港”建设，提升武汉天河机场门户枢纽功能，建设鄂州花湖机场国内一流

专业航空货运枢纽、全球主要航空物流节点，支持武汉、黄石、孝感、鄂州、黄冈共

建武汉城市圈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打造民航客货运门户“双枢纽”。加快“陆港”

建设，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引导铁路进园区、进港区；扩大中欧班列（武汉）等

铁路货运辐射面，依托亚欧、泛亚铁路网络，接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畅通陆上国际物

流通道。加快“水港”建设，加快推动长江沿线港口优化整合、联动发展，建设现代

港口集群；促进武汉新港、宜昌港与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的战略合作，接入海上

丝绸之路，连通海上国际物流通道。依托沿长江、汉十等横向通道和京广、二广等纵

向通道，完善铁水、公铁、空铁、水水联运体系，努力建设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发展

纽带。 

二、加强物流网络建设 



加快建设武汉、宜昌、襄阳、鄂州、十堰等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布局建设一批省级

物流枢纽城市，加强物流枢纽间的衔接，促进跨区域物流活动组织化、规模化运行，

建设构建高效协同的现代供应链服务体系。以物流园区为抓手，根据设施功能、产业

布局，引导物流节点建设。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大力发展“江海联运、水铁联运、

水水直达、沿江捎带、港城一体”水运体系。进一步提升多式联运效率，提高一体化

转运衔接能力和快速换装便捷性。支持货运网络平台发展，复制推广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成功经验，推行货物运输“一单制”。 

三、加强专业物流建设 

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鼓励物流企业为制造企业量身定做供应链

管理库存、“线边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等物流解决方案。增强国家物流枢纽在

跨境电商通关、保税、结算等方面的功能，提高枢纽支撑电子商务物流一体化服务的

能力。加快构建城乡双向畅通的物流配送网络，加强快递物流末端基础设施建设。以

武汉、宜昌、鄂州为重点，着力打造 3 家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有序推进以黄石、

黄冈、襄阳、荆州、荆门、孝感等市为重点的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储备建设工程，补齐

县域冷链物流设施短板。 

 

第三节 商务服务业 

建设全国高端商务服务基地，构建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发展均衡、专业化程度高

的商务服务体系，提升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到 2025 年，全省商务服务业营

业收入达到 5500 亿元。 

一、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业转型升级 

提升中国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集聚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做大做强襄

阳、宜昌、鄂东（黄石）、江汉平原（荆州）、荆门、武东（鄂州）、仙桃等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建立具有地域和产业特点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鼓励和扶持高级人才寻访、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测评、人力

资源管理软件开发等特色业态和新产品快速发展。探索建立网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搭建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平台。支持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国内一线城市以及

发达国家的人才、校友集聚城市或者地区设立人才工作联络站（校友服务站），鼓励

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湖北设立分支机构，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 

二、做大做优做强会展经 

提升“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华人华侨创业发展洽谈会、世界硒都（恩施）

硒产品博览交易会、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中西部（十堰）汽车汽配商品交易会、中国

食品博览会等品牌展会的办展规模，扩大影响力，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会展中心。用

好互联网“云展”平台，创新会展服务模式，积极承办国际高端会议和论坛活动。  

三、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商务服务体系 

推进广告产业数字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培育集创意策划、营销策划、媒介代

理、信息咨询、品牌塑造为一体，功能齐全、链条完整的综合服务型广告产业集群。

鼓励投资咨询、勘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等企业采取联合经营、并购重组

等方式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企业。推进知

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知名服务业企业实施“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重点

企业知识产权海外护航工程”等。培育发展应急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应急管理支撑服

务、应急专业技术服务和社会化应急救援服务。积极开拓资本市场、公司治理、项目

融资、海事海商、涉外等领域的会计、审计、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 

信息来源：湖北省人民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