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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谭小芬

　　摘要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开放的重点领域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由此服务贸易将面临着强

大的竞争压力。20 多年来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但与国际相比 ,其国际竞

争力到底处于何种水平呢 ? 本文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状况、服务贸易总量与服务贸易结构三个方面进行

国际比较 ,在比较中确定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地位 ,揭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落后的事实 ,最后我们从国

际比较和实证分析中得出一些启示与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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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 ,然

而 ,由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基数小 ,整体竞

争力落后。自 1992 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连续出现逆差 (除

1994年外) ,且 1996 年后逆差不断扩大 ,似乎表明中国服务

业国际竞争力有下降的迹象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后 ,要降低市场准入壁垒 ,逐步开放服务市场 ,并允许

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 ,实行国民待遇 ,这势必会给中国

服务业发展带来挑战。因此 ,认真分析和评估中国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不仅可为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提供客观依

据 ,促使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同时也有助于指导服务贸

易的发展 ,减小服务贸易逆差 ,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

一、中国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状况的国际比较

(一)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现状

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方面 ,早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

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中 ,我国就已承诺进一步开放航运、专

业服务、银行业、广告、旅游、近海石油勘探等 6 个服务市场。

允许外国企业在我国开设合资旅馆 ,并允许在我国 12 个度

假区或旅游区开设合营的旅行社。外国公司可在北京、上

海、广州、青岛、大连、天津等地开设服务行业的合资公司 ,并

在广东、福建和海南省的 5 个经济特区开设合资零售商店。

后来 ,我国又将开价单扩大到其他 8 个部门 :保险、内河、公

路运输、建筑工程、计算机服务、陆上石油服务和租赁市场。

实际上 ,我国也履行了上述承诺 ,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目前 ,

在商业零售方面 ,允许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航运业方面 ,

已经有条件地开放海运和货运市场 ;建筑业方面 ,允许外国

监理提供服务 ,允许监理中外合资、合作的工程承包企业 ;允

许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提供一定范围内的服务。

此外 ,对律师服务、租赁服务、旅游等领域也实行了一定程度

的开放。

1999年和 2000 年中美、中欧分别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

WTO的协定 ,中国除了承诺开放银行业和证券业外 ,还将开

放专业服务市场 ,包括法律、会计、医疗等服务。总的看来 ,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几乎涉及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 ,采取逐步

的和渐进的方式 ,大多经过合营、控股和独资三个不同阶段 ,

开放的地域也从部分限制逐步扩大。

然而 ,由于服务业本身具有的一些天然垄断 (如水、电、

气、铁路等)和人为垄断性质 (如因国家经济大局导致国家对

银行、保险、邮电等行业的政策性独立) ,中国服务业与国外

服务业相比 ,其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众所周知 ,在中

国 ,绝大部分服务业是由政府严格管制的 ,主要的企业都拥

有一定的影响市场的能力 ,如金融、保险、电信、民航和铁路

等 ,在其他一些领域 ,像住房、医疗、城市交通、教育等 ,普遍

比较重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②。通常 ,这些政策往往会

导致市场准入壁垒和价格管制 ,从而不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

提高和产品的创新 ,导致许多种类的服务无法提供或者价格

极其昂贵 ,而且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高成本的服务 ,无论

对于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一种负担 ,不仅不利于国内经济

增长和技术进步 ,而且会削弱中国经济竞争力。

从投资比重的角度来看 ,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情形并不令

人感到满意。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看 ,服务业总投资中外商

直接投资占 2.7%, 大大低于工业 11.8% 的比重 ,在服务业

42 个大行业中 ,除零售、商业代理、房地产代理、旅馆、旅行

社、娱乐、计算机服务等 7 个行业外 ,其他行业外商直接投资

占总投资的比重都低于 5%, 其中 20 个行业的比重在 1% 以

下。从国内市场的开放状况来看 ,服务业以国有经济投资为

主 ,经营上实行垄断 ,管理上采取政府定价。1998 年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中 ,国有经济投资占 5.7%, 比制造业高 25 个

百分点。44 个大行业中 ,有 22 个行业国有投资占总投资的

90%以上 ,除餐饮、房地产、旅馆、租赁、娱乐业外 ,其他行业

国有投资比重都在 50%以上。
(二)中国服务业国际化状况的比较

从出口的产业结构来看 ,各国均以工业为主体 ,服务业

居中 ,农业比重最低 ,服务业比重以 10% ～30% 之间居多 ,在

有数据的 45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37 个国家和地区位于该区

间③ ,低于 10%的仅 3 个 ,高于 30% 的只有 5 个。1995 年 ,中

国出口结构中 ,服务业比重为 11%, 在 45 个国家和地区中处

于较低水平 ,表明中国服务业对国际收支作用较小 ,并且中

国服务业出口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 8.0%, 可见 ,中国服

务业没有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从进口的产业结构来看 ,与出口的情形极为相似。在有

数据的 45 个国家和地区中④ ,仍以工业为进口主体 ,服务业

居中。其中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进口比重处在 10% ～

30%之间 ,低于 10%和高于 30%的分别只有 1 个国家。中国

1995年进口结构中 ,服务业比重为 16%, 高于出口的比重 ,这

与国外服务业提供者积极开拓中国国内市场有关。中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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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 ,必须利用先进技术促进本

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 ,摆脱国内市场被占领的被动局面。
(三)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的国际比较

中国在加入 WTO的谈判中对服务业的开放作出了承

诺 ,加入 WTO后 ,中国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那

么 ,我们目前服务业市场开放情况与国际相比处于何等开放

程度呢 ? 根据国际贸易学者豪克曼 ( Hockman) 提出的方法 ,

对各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进行计算 ,各国得分数如表 1。

表 1 　　　各国服务业开放度的国际比较
总分数 总分数 总分数

美国 384 奥地利 412 印度尼西亚 140
日本 408 新加坡 232 韩国 311
欧盟 392 阿根廷 208 马来西亚 256
加拿大 352 巴西 156 墨西哥 252
澳大利亚 360 中国 196 泰国 260
新西兰 276 埃及 104 菲律宾 160
瑞士 400 印度 132 巴基斯坦 108

　　说明 :总分数越高 ,表示开放程度越高 ,反之 ,亦然。
资料来源 :杨圣明 :《国际服务贸易 :新世纪中国面临的议题》,载

《财贸经济》,1999(3) 。

从表 1 资料可知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贸易领域

的开放还显得偏低 ,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并不太落后。在

表中所列举的 12 个大国中居第 6 位 ,处于中等程度。因此 ,

在服务业贸易的开放上 ,尤其是金融、保险和电信的开放上 ,

应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行动。只要我们与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同步开放 ,就比较稳妥。在上表中 ,日本得分虽然最高 ,

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是最高的 ,日本名义

上开放 ,实际上封闭。应该指出 ,上述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

各个不同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与地位 ,以及在整个

服务贸易中的不同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要寻求各个部

门在总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并依此进行加权 ,以求得更合理

的相对可比开放程度。此外 ,应用 Hockman的方法还可以计

算整个国家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覆盖率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

求出某个国家的开放程度 ,中国的市场准入部门覆盖率为

13.9%, 在 14 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居第 9 位 ,中国的国民

待遇部门覆盖率为 14%, 在 14 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居第 9

位 ,此外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相对商品贸易开放度的差距

正在缩小 ,1985—1998年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仅为商品贸易

开放度的 8%, 但到 1998年该比例已升至 16% (见图 1) 。由

此可知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并不十分落后 ,且差距正在不断

缩小。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因此 ,在服

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力度适当加大一点 ,应是我国服务贸易努

力的方向⑤。

图 1　1985-1998年商品与服务贸易开放度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 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

AnnualReport 相关年份的数据计算而得。

二、中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一)服务贸易总量的国际比较

进入 1990年代以来 ,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1998 年 ,

全球服务贸易出口 1136 万亿美元 ,进口 1135 万亿美元 ,分别

比 1990年增长了 5012% 和 4819% 。其中 ,发展中国家服务

贸易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6112% 和 7914%, 快于发达国家的

44%和 5012%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进口基数较大 ,

而出口基数小 ,尽管出口快于进口增长 ,但服务贸易仍然维

持逆差 ,不过逆差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 ,中国服务贸易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国际地位不断上

升。1982年总额仅为 46111 亿美元 ,到 1999 年增加到 550169

亿美元 ,增幅达到 1019 倍 ,其中服务贸易出口从 1982 年的

25187 亿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23718 亿美元 ,增长 912 倍。

同期 ,服务贸易进口从 20124 亿美元增加到 312189 亿美元 ,

增长 1515 倍。近 20 年来 ,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平均增长到

17%, 远远高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 ,也远高于发展中

国家和全球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我国在全球服务贸

易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升 , 分别从 1990 年 0148% 和

0168%增至 1998 年的 2115% 和 1157% 。但是 ,应该看到 ,与

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

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依然偏低。如表 2 所示 ,中国服务贸易进

出口份额仅仅相当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的 10%和 16%, 如果

考虑到经济规模的话 ,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上的份额比香

港、新加坡还低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是相当落后的 ,即使对

城市化水平的不同做了调整之后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也

是相当低的。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

着不平衡性 ,一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 ,1997 年

中国出口份额排名第 16 位 ,进口份额排名第 14 位 ,出口份额

小于进口份额 ,服务贸易出现逆差 ,且 1992年后 (除 1994年)

逆差不断扩大 ,这与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逆差逐渐改

善的情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二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小

于进口增速 ,这与前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快于

进口增长的趋势恰恰相反。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在服务出口结构变动中 ,除印度外 ,运输业的比重是下

降的 ,旅游业的比重变化在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在

表 2 中的 13 个国家中 ,有 7 个国家旅游业比重是下降的 ,有

5 个国家旅游业比重是上升的 ,值得注意的是 ,该比重上升的

7 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 ,这可能

与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优势有关。通信、计算机、信息和其

他服务业以及保险和金融服务业的比重则趋于上升。发达

国家的服务业出口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保险金融、通信、

计算机、信息和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比重相对较高。在 13 个

国家中 ,只有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该比重是下降的。而

以中国最为引人注目 ,其金融和保险服务出口比重从 1980

年的 810% 下降到 1997 年的 018%, 这与中国金融保险服务

垄断经营造成效率低下直接相关。金融保险与国际水平差

距很大 ,1980年出口比重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 ,到了 1997

年 ,该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仅仅为发达国的 1/7 水

平) ,而且还低于低收入国家 ,仅为低收入国家的 1/4, 可见 ,

中国金融保险服务在 90 年代竞争力有下降的迹象。今后应

该大力推动这类行业的高效发展 ,并发挥其对各种社会服务

上的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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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 %)

年份
运输 旅游 通信、计算机、信

息和其他服务业 金融保险服务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美国
1980 2919 3715 2213 2514 4416 3510 312 211
1997 1817 2814 3219 3117 4312 3414 513 515

日本
1980 6219 5212 312 1412 3214 3113 116 213
1997 3115 2814 612 2617 5911 4412 312 318

英国
1980 3819 4715 1910 2219 4211 2916 — —
1997 2110 2916 2317 3912 4019 3010 1414 112

德国
1980 2616 2511 1511 4112 5714 3312 018 016
1997 2316 1913 2016 3815 5012 3916 516 216

韩国
1980 6011 6113 1414 1016 2316 2716 119 015
1997 4118 3419 1810 2317 3916 4016 016 018

马来
西亚

1980 4116 4413 2810 2415 2918 3112 016 —
1997 2010 3112 2419 1411 5511 5416 010 —

俄罗
斯联邦

1980 — — — — — — — —
1997 2515 1611 5116 5310 2211 2818 019 210

印度
尼西亚

1980 1511 401 5018 1119 3411 4412 — 318
1997 010 3215 9518 1415 412 4919 — 311

菲律宾
1980 1412 5211 2211 714 6316 4412 — 318
1997 214 1819 1515 1317 8210 4919 012 311

泰国
1980 2011 6414 5812 1418 2112 1418 015 519
1997 1513 3916 4816 1917 3516 3515 015 511

印度
1980 1510 6010 5212 318 3115 3110 112 513
1997 2117 5418 3216 018 4311 2912 216 512

中国
1980 5213 6116 2810 313 1117 3017 810 410
1997 1211 3318 4911 3315 3810 2811 018 415

高收
入国家

1980 3411 3813 2417 2519 3910 3310 216 312
1997 2319 2716 2916 3014 4117 3812 516 412

中等收
入国家

1980 2916 3513 3614 1912 3013 4114 419 414
1997 2013 2812 4114 2411 3610 4211 216 413

低收入
国家

1980 3514 4615 2919 1318 3211 3512 219 418
1997 2416 4515 2811 1917 4513 3019 213 413

全世界
1980 3316 3719 2612 2318 3718 3511 219 316
1997 2312 2811 3117 2819 4017 3819 510 416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 ,226～228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三)服务贸易差额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的比较

1982-1999 年这 18 年间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累计

1906 13亿美元 ,而进口额则累计 2042 17 亿美元 ,服务贸易逆

差累计 13614 亿美元。1992 年前 ,中国服务贸易均为顺差 ,

逆差发生在 1992 年以后 ,1992-1999 年间 ,除 1994 年外 ,中

国服务贸易均为逆差 ,逆差累计达 25416 亿美元 ,相当于 18

年服务贸易逆差累计的 119 倍 ,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

争力较弱。

表 3 　1985-1999 年服务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
出口 (亿美元) 进口 (亿美元) 差额 贸易竞争系数

1985 2913 2216 713 01141
1986 3611 2013 1518 01280
1987 4118 2314 1814 01282
1988 4619 3313 1316 01170
1989 4410 3517 813 01104
1990 5710 4114 1516 01159
1991 6719 3914 2815 01266
1992 9015 9119 -1 14 -0 1008
1993 10915 11514 -5 19 -0 1026
1994 16214 15614 516 01018
1995 18413 24614 -62 11 -0 1144
1996 20517 22317 -18 -0 1042
1997 24513 30016 -55 14 -0 1102
1998 24014 28718 -47 14 -0 1090
1999 23718 31219 -75 11 -0 1136

　　说明 :服务贸易竞争系数 = (出口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资料来源 : 相关年份的 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Yearbook
( IMF)与 WTOAnnualReport 。

中国服务贸易不但总体水平低 ,国际竞争力弱 ,而且服

务贸易发展态势表明其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 (见表 3) 。为

此 ,我们列出了部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在 1980 年和

199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及差额 ,并计算了各国服务贸易竞争

系数 (见表 4) 。其中 ,服务贸易竞争系数为正的 6 个国家和

地区是 :美国、英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和香港。服务贸易

竞争系数为负的国家或地区有 :德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

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中国。我们发现 ,在贸易竞争系

数为负的国家中 ,系数值下降的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俄罗斯

联邦在 1980年没有相应的数据 ,故不纳入比较范围) ,其他

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这表明这些国家虽然存在逆差 ,

但其逆差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与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

自 1992年出现逆差 ,1996 年后持续扩大的情形形成鲜明的

对比。

表 4 　　　各国和地区贸易竞争系数的国际比较
贸易竞争系数

1980 1997

贸易竞争系数

1980 1997

贸易竞争系数

1980 1997

美国 01074 01213 韩国 -0 1123 -0 1057 泰国 -0 1049-0 1048
日本 -352 -0 1281 马来西亚 -0 1445 -0 1077 印度 01321 01066
英国 01132 01095 俄罗斯 — -0 1161 中国香港 01108 -0 1104
德国 -0 1123 -0 1196印度尼西亚 -0 1835 -0 1410 中国 01140 —
新加坡 01250 01219 菲律宾 -0 1003 01035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 :《1999 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 ,226～
228、230～232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中各国服务贸易
进出口数据计算而得。

(四)服务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的结构分析

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弱的判断只适合于总体状况 ,并

不能准确反映出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全面的结构特征 ,笼统的

评价可能会掩盖一些重要的现象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的服务

贸易项目 ,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不尽相同。

如果某个服务贸易项目的收支差额为顺差就表明其相

对具有国际竞争力 ,而逆差则表示其相对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话 ,从历史上总体数据观察 ,我国仅在旅游、通讯服务和其

他商业服务项目下存在服务贸易顺差 ,而其他项目均为逆差
(见表 5) ,这表明我国在绝大多数服务贸易项目上不具有比

较优势 ,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项目 ,如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宣传等服务项目与发达国际相

比 ,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通讯服务的比较

优势是不正常的 ,它的获得主要是靠国家垄断。

表 5 　　　中国服务贸易各个项目差额状况
单位 :亿美元

1992 1994 1995 1997 1998 1999 1982 -1999

运输 -26 16 -48 10 -61 17 -70 10 -44 16 -54 18 -501 14
旅游 1414 4219 5014 3914 3410 3213 42314
通讯 218 516 514 -0 12 611 410 34164
建筑 014 012 -0 14 -6 12 -5 13 -5 16 -12 164
保险 211 118 -24 14 -8 17 -13 17 -17 13 -51 153
金融 — — — -3 10 -1 14 -0 176 -3 159
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 — — — -1 15 -2 10 -0 142 -3 105

其他商业
服务 310 413 -31 15 2413 718 -19 17 27175

专利 — — — -4 189 -3 16 -7 12 -15 162
咨询 — — — -1 12 -2 14 -2 14 -6 106
广告 — — — -0 103 -0 15 -0 102 -0 155
电影 — — — -0 134 -0 12 -0 13 -0 185
未提及政
府服务 — — — -1 18 -1 19 -5 14 -26 187

总计 -1 19 312 -60 19 -57 13 -49 12 -75 11 -136 14

　　资料来源 :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从表 5 还可以看出 : (1) 1991-1997 年运输服务差额一直

呈上升趋势 ,1999年高达 -72 14 亿美元 ,是造成中国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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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因此 ,顺应国际货运的需求 ,改善

货运方式 ,提高货运质量是解决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途径。
(2)旅游业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生力军。到 1999年旅游收

入进一步提高到 141 亿美元 ,中国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 ,可以为改善服务贸易收支状况作出重大贡献。(3) 中国

建筑服务从 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 ,并有扩大的倾向 ,对于中

国这样的一个拥有众多过剩的劳动力的国家而言 ,劳务净输

入不是好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劳动力素质

太低 ,不能满足国际劳务市场的需求。

从服务贸易竞争系数的行业分布来看 ,中国服务贸易结

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0 年代运输服务贸易指数绝对

值大于 1982-1999 年总体运输服务贸易竞争指数 ,说明近年

来运输服务贸易比重逐年下降 ,而旅游业则相反 ,其贸易竞

争指数一直为正的旅游业正在逐步取代运输成为我国服务

贸易的支柱项目。1998 年国际旅游收入和支出占我国服务

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 59% 和 35% 。行业竞争指数显示

中国除了旅游、商业服务 (通讯除外 ,原因见前面的分析) 有

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 ,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并不具有国际竞争

力 ,尤其是新兴服务贸易项目 (见表 6、表 7) 。

表 6 中国服务贸易项目的贸易竞争系数的变化
1997 1998 1999 1982 -1999

运输 -0 1551 -0 1573 -0 1531 -0 1426
旅游 01086 01156 01130 01306
通讯 -0 1033 01596 01506 01543
建筑 -0 1344 -0 1307 -0 1220 -0 1125
保险 -0 1714 -0 1641 -0 1810 -0 1245
金融 -0 1845 -0 1717 -0 1294 -0 1450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0 1469 -0 1428 -0 1085 -0 1240
专利 -0 1817 -0 1740 -0 1828 -0 1802
咨询 -0 1149 -0 1188 -0 133 -0 1210
广告 -0 1007 -0 1114 -0 1004 -0 1040
电影 -0 1628 -0 1435 -0 1672 -0 1570

其他商业服务 01188 -0 1067 -0 1183 0133
总体服务贸易 -0 1104 -0 1093 -0 1136 -0 1035

　　说明 :本表数据系笔者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 : ①《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2000) ,北京 ,中国统计

出版社。②管涛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入世的影响》,载《国际
金融研究》,2000(12) 。

表 7 　1998年美国服务业各行业的贸易竞争系数

运输 特许费 旅游 旅馆业 其他私
人服务

与国防有
关的服务

服务贸易
竞争系数

-0 104 0161 0118 0118 0137 0103 0123

　　资料来源 :U.S.DepartmentofCommerce1998,Table4.3.

如前所述 ,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旅游和其他商

业服务 ,这两项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 (当然 ,旅游业可以

看成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的结合) ,反映在出口收入

上其稳定性差。一旦国家服务贸易环境发生变化 ,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无疑将受到很大打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 ,加入

WTO有助于刺激中国服务业的稳定发展 ,美国是当今服务贸

易强国 ,尤其是在金融、保险、数据处理、专业服务、电讯、技

术知识等资本密集型服务 ,这些服务项目在美国乃至全球服

务业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大。因此 ,大力发展这些技术密集型

服务贸易项目是我国今后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

三、国际比较的启示与基本结论

经过上述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结论 :

11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发展迅速 ,但总体

水平不高 ,整个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

应。相对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服务贸易占世

界贸易的份额都是相当低的 ,其进出口份额占世界服务贸易

进出口份额分别为美国的 10% 和 16% 。中国服务贸易与商

品贸易没有同步发展 ,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低 ,整个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服务贸

易总体水平低制约了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21 中国服务贸易不仅总体水平低 ,整体竞争力差 ,而且

出口结构不合理。目前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主要集中在运

输、旅游、劳务出口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

势部门上 ,而全球贸易中发展迅速的金融、保险、咨询、电信

和邮电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我国还处于初

步发展阶段 ,甚至相对于 1980 年代来说其与经济发达国家

差距还扩大了 ,尤其是金融保险业方面 ,其出口份额由 1980

年的 8% 下降到 1997 年的 018% 。因此 ,在这方面是一个薄

弱环节 ,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31 在那些新兴服务业方面中国和其他可比国家的差距

比传统服务业方面的差距要更大。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规

律。除了政策、体制方面的原因外 ,城市化水平与市场化程

度低对这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产生障碍 ,使得服务的供给无

法有效地对不断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因此 ,当前的选择是

在发挥中国服务业的竞争优势的同时 ,分阶段、有重点地发

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发挥示范效应 ,带动服

务业的薄弱部门 ,尽快缩小差距。

41 服务业开放程度低 ,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今后应使中

国服务业逐步地渐进式地对外开放 ,这就要求 :一方面要适

当保护某些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服务业 ;另一方面 ,要分行业、

分地区、有选择地开放 ,根据行业特点、地区条件好坏逐步推

进服务业的开放。

注释 :
①非要素服务贸易逆差从 1992 年 2 亿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75

亿美元。要素服务差额变化甚至更大 ,则从 1992 年 3 亿美元顺差变
成到 1999年 180 亿美元逆差 ,然而 ,在把这些数据解读为中国服务业
国际竞争力的指示器时要小心 ,因为很多服务被计入货物出口。

②参阅陈富良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管制》,85 页 ,北京 ,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③④这 45 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 :美国、瑞士、卢森堡、丹麦、芬
兰、日本、荷兰、德国、挪威、冰岛、加拿大、瑞典、中国香港、奥地利、新
西兰、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比利时、以色列、中国台湾、西班
牙、意大利、匈牙利、智利、马来西亚、韩国、葡萄牙、希腊、阿根廷、捷
克、巴西、中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南非、波兰、墨西哥、委内瑞拉、印
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俄罗斯、印度。

⑤参阅黄胜强的博士学位论文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研究》。

参考文献 :
11WorldBank:UnderstandingServiceandMeasuringtheSizeofChina,

ServiceSector,Draft,Dec 115,2000.
21InternationalManagementDevelopment( IMD) ,TheWorldCompeti 2

tivenessYearbook,1997;WorldEconomicsForum (WEF) ,TheGlobalCom 2
petitivenessReport,1996,1997.

31 原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综合
开发研究院联合研究组 :《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7、1999 年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1 陈晓英、孙鲁军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我国服务贸易外
汇管理》,载《国际金融研究》,2000(12) ,67～72 页。

51李心丹、路林、傅浩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研究》,载《财贸经
济》,1999(8) ,14～20 页。

61 程大中 :《服务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对比
分析》,载《世界经济》,2000(11) ,49 页。

71管涛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入世后的影响》,载《国际金
融研究》,2000(12) ,61～66 页。

81 世界银行 :《1999世界发展指标》,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0。

91《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0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际
统计年鉴》(1998、1999) 。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 :N)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