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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 美国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并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和服务业
的日益发达, 其服务出口也不断增加。进入 80 年代后, 美国服务出口, 特别是私人服务出口更是如日中天,

规模和顺差急剧扩大, 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独占鳌头。美国服务出口的迅速扩展, 不仅在较大程度上抵销了其
商品贸易的巨额赤字, 改善和加强了其国际收支地位, 而且为国内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可以
预料,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 T S) 的达成、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 以及美国政府“服务先行”出
口战略的实施, 将使美国服务领域里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充分地发挥, 服务出口增长和顺差得以继续保持下
去。

一、美国服务出口扩展的状况及其经济影响

由于服务的无形性和复杂多样性、服务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 (往往要求实体接触、同时进行)、服务长
期游离于国际贸易的认真研究与分析之外, 以及人们关注的利益角度不同, 迄今为止, 对服务出口和国际服
务贸易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公认、确切的定义。各国、各国际组织, 甚至一国内部不同“集团”、不同学者,

对服务贸易包含的内容及其分类都大不一样。1994 年 4 月关贸总协定 (GAA T ) 主持下签订的《服务贸易总
协定》虽然对服务贸易作了界定, 但实际上只是指出了服务贸易的四种进行方式, 即越境交付、境外消费、
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 而并未说明构成服务贸易的实质内涵。本文论述的是美国的服务出口, 故按美国官
方 (商务部) 的分类方法和统计资料为基准进行分析。美国商务部长期以来将服务贸易界定为非要素服务贸
易 (具体又分为美国军事机构销售合同下的转移、旅游、客运、其他运输、特许权和许可证费、其他私人服
务、美国政府杂项服务等七项) , 而将投资收益、侨民汇款等所谓的要素服务收支排除在外。根据商务部的
这种分类法和所进行的统计, 80 年代以来, 美国服务出口规模及其增长情况 (按现行价格计算) 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见, 80 年代以来, 美国服务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1988 年突破 1 000 亿美元, 短短 7 年后又突破
2 000 亿美元大关, 15 年中有 11 年增长率超过 10% 以上 (而同期商品出口增长率只有 4 年超过 10% , 1982、
1983 和 1985 年还是负增长) ; 1985 年后服务出口一直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1ö4 以上, 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美国
出口的一大支柱; 美国服务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更是持续上升, 引人注目。

总的来看, 美国服务出口的扩展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重要影响:

11 大量的服务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商品贸易逆差, 改善了其国际收支地位。由于 80 年代以来
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不足 (如 1980、1985、1990 和 1994 年美国国内投资总额占 GD P 比重分别为 20%、19%、
16% 和 16% , 国内储蓄总额占 GD P 比重分别为 19%、16%、15% 和 15% , 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①、美元坚
挺、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等原因, 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 从而导致商品贸易连年出现逆差,

且逆差数额急剧扩大。1989 年逆差为 280123 亿美元, 1995 年增至 1 734124 亿美元, 扩大了 5119 倍; 此间
累计逆差高达 16644175 亿美元。而同期服务贸易顺差累计为 4051145 亿美元, 抵销了商品贸易逆差的
24134% , 其中 1995 年服务贸易顺差则抵销了该年商品贸易赤字的 39142% ②。1993—1995 年, 美国对欧洲
联盟服务贸易盈余几乎将双边商品贸易逆差全部抵销, 对日服务贸易盈余将双边商品贸易逆差也分别抵销
了 22192%、22132% 和 28117%。③大量服务贸易顺差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21 为国内劳动力市场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服务出口的扩大促进了国内服务业的发展, 吸纳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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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活动。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 1992 年出口贸易提供的近 1 050 万个就业职位中
有 340 万个是由服务出口创造的, 占 32138%。

　　表 1 美 国 服 务 出 口 表 (1981—1995 年)

项

目年

份

出口额
(亿美元)

其中: 私人服务
出口 (亿美元)

服务出口占商品和
服务总出口比重 (% )

增长
率 (% )

占世界服务
出口份额 (% )

1981 573. 54 461. 17 19. 48 20. 53 10. 73

1982 640. 79 509. 31 23. 28 11. 73 11. 13

1983 643. 07 511. 17 24. 17 0. 36 11. 53

1984 711. 68 604. 85 24. 45 10. 67 13. 39

1985 731. 55 635. 59 25. 31 2. 79 13. 73

1986 859. 38 767. 94 27. 79 17. 47 14. 26

1987 983. 17 866. 85 28. 21 14. 40 13. 60

1988 1109. 33 1009. 85 25. 73 12. 83 14. 12

1989 1270. 22 1178. 71 25. 97 14. 50 15. 01

1990 1474. 77 1368. 77 27. 47 16. 10 14. 68

1991 1638. 10 1519. 85 28. 21 11. 08 16. 56

1992 1773. 05 1640. 57 28. 71 8. 24 16. 23

1993 1861. 19 1721. 38 28. 95 4. 97 16. 40

1994 1958. 39 1827. 04 28. 05 5. 22 16. 30

1995 2105. 90 1964. 10 26. 78 7. 53 16. 20

　　　　注: 美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份额依据 GA T T 和W TO 国际贸易统计资料计算。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 《现代商业概览》, 1996 年 (7) , 68 页, “美国国际交易表”。其中增长率与

占商品和服务总出口比重系作者根据该表数字计算而得。

31 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如果说 80 年代以前, 美国商品出口是促
进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发动机的话, 那么 80 年代后随着美国经济服务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服务出口规模、顺
差数额不断扩大, 服务出口则成了带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980—1990 年间美国 GD P 年增长率为
310% , 高于除加拿大、日本外的其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1990—1994 年 GD P 年均增长率为 215% , 在西方
主要发达国家中高居榜首。这主要是因为, 美国服务业增长较快 (1980—1990 年增长率为 311% ) ④, 作出了
较大贡献 (如 1987 年美国 GD P 比上年增长 3% , 其中服务业对 GD P 增长的贡献百分点为 119% , 占
6913% ⑤)。虽然美国服务出口占服务业产值的比重不大, 但由于出口的“乘数效应”, 服务出口对美国经济
增长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是不小的。

二、美国服务出口扩展的原因分析

80 年代以来, 美国服务出口规模和服务贸易顺差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得益于美国
自身在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创造和积累的比较优势, 又得益于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蓬勃发展
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这一“机遇”; 既因功于美国企业的市场扩张努力, 又与美国政府
政策的推动和“护航”分不开。具体分析如下:

11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扩大了对高效率、高质量的美国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
国际化的发展, 企业之间的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更加激烈, 而且竞争的模式已从传统的以
价格竞争为主转变为以非价格竞争为主。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 (含服务企业) 能否获得高质量、高效率、低
成本的生产性服务投入, 生产出满足市场需要的差异性、高附加值产品,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持
久的生存与发展。所谓生产性服务是指用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生产的中间投入服务, 如在生产“上游”阶段所
需投入的投资可行性研究、产品设计、市场调查与预测、风险资本筹集; 在“中游”阶段所需投入的设备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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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和维护、质量控制、后勤保障、仓储; 在“下游”阶段所需投入的广告运输、分销、售后服务; 在整个生
产过程所需投入的会计审计、金融保险、数据处理、通讯、培训、法律服务、管理和技术咨询、公共关系等。
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格鲁伯和沃克曾指出: 生产者服务是将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生产部
门的飞轮; 在生产过程中, 它们为劳动和物质资本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并改进了商品与其他服务的质量。⑥现
在, 无形投入已经占到汽车价值的 70%。不少经济学家将上述变化称之为“轻型经济”、“减少原材料的经
济”。

企业出于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投入效率和质量的考虑, 越来越多地将原来内部供应的服务转向从外部专
业化生产者处购买。据日本通产省调查表明, 日本制造业中信用调查、广告、机械修理、计算机软件开发、市
场调研、职员培训等许多服务的外购比重都超过了 50%。⑦而企业一旦在当地和国内市场上购买不到满意的
服务, 就自然要依靠国际市场。在发展中国家, 本国服务业落后, 水平较低, 而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 又急
需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和其他配套的服务投入, 这时更要从国外进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资
料粗略估算, 1985 年生产性服务 (以货物运输、其他民间服务为代表, 不含港口服务) 在非要素服务进口额
中的比重, 发达国家为 4812% , 发展中国家则为 6117% , 明显高于 5215% 的世界平均水平, 反映了发展中
国家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较深的依赖性。美国人力、知识、信息、技术资源丰富, 资本雄厚, 生产性服务业十
分发达, 是各国生产性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这就推动了美国生产性服务出口的增长。如美国 1981 年至 1995

累计出口生产性服务 (以其他运输、特许权和许可证费、其他私人服务为代表) 达 10 037189 亿美元, 1995

年当年为 1 167140 亿美元, 比 1981 年增长了 2188 倍, 年定基增长率高达 20157% (含价格上涨因素) ; 累计
顺差达 3806111 亿美元, 占服务贸易总顺差的 93194%。⑧经济增长较快的韩国、东盟、墨西哥等新型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已成为美国设备安装维修、建筑工程、基础设施等工业性服务出口的主要市场。

21 新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为美国服务业创造了有利的贸易机会。80 年代以来, 以光纤通讯和微型计算
机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在美国蓬勃发展, 美国取得了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1981 年美国有 95 个联机业务系统接入 450 个数据库, 而 1990 年底, 已有 650 多个联机业务系统接入 3900 个
数据库。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大大缩短了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距离”, 降低了运输、通讯和信息处理成
本, 以及交货的不确定性, 促进了商品贸易和与之相关的追加服务贸易的扩大, 创造了许多新的服务业, 如
计算机与通讯设备安装与维护、信息和网络系统设计与运行控制、数据处理等。同时, 还使服务的贸易性大
大增强, 服务贸易的外延大大扩大。正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官员指出: 信息技术的重要进展在服务领
域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 因为需大量服务投入的新的生产流程日益涌现, 借助通讯卫星、国际网络等媒介可
以进行数据处理、计算机编程、视听娱乐、培训和教育、法律、会计审计、工程设计、银行、保险、研究与
开发、出版、广告、公共关系、通讯、信息等几乎各种服务的远距离高效率地交换, ⑨克服了以前许多服务的
贸易需生产者和消费者实体接触、同时存在方能进行的时空局限性。这些无疑有利于美国的服务出口, 特别
是与信息技术有关的新型服务的出口。1991 年, 美国金融、电讯、电脑数据处理、管理咨询、公关、数据库
及信息一类服务的出口达 102161 亿美元。βκ

31 美国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美国服务业的国际化和服务的出口。80 年代后, 为了充分利用国际
分工利益, 绕过贸易壁垒, 抢占和控制国外市场, 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 从而带动了美国
服务出口的扩大。这种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展, 促进了公司内部服务贸易的增长。如母公司向海外分支机构提供
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数据处理、研究开发、人员培训、系统设计等方面的服务, 以及商标、专利、专有技
术之类的工业产权、特许经营权, 收取报酬和费用, 扩大了美国的服务出口。

其次, 许多制造业跨国公司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信息资源、积累的技术优势和发达的分销
网络, 积极开展多样化经营, 直接出口服务, 以提高内部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 或通过在海外设立服务
分支机构, 在当地市场销售服务产品, 以分散经营风险、谋求更多利润。如, 波音公司所属计算机服务中心
向许多国家的客户出售数据处理服务, 麦道公司支持其内部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数据库 80 年代初期就发展为
一个独立的机构, 向国外客户提供线上数据服务。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 40 多个国家经营旅馆洒店、金融
保险等边际利润高的服务业。

再者, 美国许多服务企业为了跟踪向制造业跨国公司提供及时、有效的会计审计、广告、公共关系、法
律、投资咨询等服务, 或由于国内服务市场饱和, 竞争加剧, 边际利润下降, 一直努力向海外进军。这样, 美
国服务企业的经济活动逐步走向国际化, 服务业跨国公司在 80 年代后同样得到较大发展。事实上, 由于服
务生产的特殊性, 服务贸易高度依赖于服务业投资 (在很多场合, 投资往往是服务贸易得以进行的必要条
件) , 服务企业也必须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以商业存在的模式才能向国外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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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对 18 个服务行业的调查, 会计审计、广告、银行、租赁、旅店、法律等 8 个行业的国际交换中, 投资
占统治地位; 通讯、计算机服务、工程设计、教育、保险、保健等 8 个行业的国际交换中, 投资和贸易 (直
接出口) 同等重要; 只有航空、海运两个行业, 贸易占统治地位。βλ

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其发达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国外市场上销售的服务比重远远高于直接出口的服务比
重。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 1986 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表明, 美国服务企业 (不含银行) 1983 年的对外销售
额 1520～ 1690 亿美元中, 直接出口为 610～ 751 亿美元, 占 40113%～ 44144% , 海外分支机构当地销售 875

～ 937 亿美元, 占 57156～ 57157% , 而会计、广告、数据处理、工程设计、保险、投资银行 (含经纪业)、租
赁、法律服务、管理或咨询等行业海外销售份额高达 80% 以上βµ。而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 1993 年至 1995

年, 美国特许权和许可证技术出口中来自跨国公司母公司或分支机构的比重分别高达 77129%、78122% 和
80120% , 充分反映了跨国公司对技术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和垄断性; 该期间美国其他私人服务出口中, 跨国
公司所占的部分也有 31% 左右。βν。

41 世界商品贸易, 特别是美国商品贸易的发展, 促进了对美国相关服务的需求。运输、港口服务、货运
代理、保险、分销之类的传统服务贸易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而发展,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80 年代以来, 由于
以非关税壁垒为主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1970—1980 年增速为
2019% ) , 但仍以 418% (1980—1990 年)、517% (1990—1994 年) 的平均年率在继续增长, βο1980—1995 年
美国商品出口也从 2 242150 亿美元增加到 5759140 亿美元, 约增长了 1157 倍, 年增长率约为 615% βπ (含价
格上涨因素)。随着商品贸易的增长, 与此相关的国际运输、国际金融与保险、国际商务旅行、售后服务、技
术咨询等服务业也同时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了美国服务的出口。如 1981 至 1995 年, 其他运输服务 (货运、港
口服务、其他非客运项目) 共为美国赚取了 2 877107 亿美元的收入。但由于各国对运输业的管制和保护较多,

美国运输业的比较优势 (取决于资本实力) 难以发挥, 加之 80 年后美国商品贸易连年发生巨额赤字, 因而自
1984 年起其他运输领域一直是逆差 (1963 至 1983 年 20 年间, 有 15 年是顺差)。βθ

当然, 商品贸易的发展, 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 也刺激了对高质量其他生产性服务投入的需求, 促进了
美国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的出口。

51 世界范围内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结构的变化, 促进了美国个人消费类服务的出口。据维克托·
富克斯研究, 美国 60 年代服务需求的总收入弹性为 1112, 商品需求的总收入弹性则为 0193。βρ这说明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服务、特别是对旅游、教育、文化娱乐之类的服务的需求强度要大于对商品的需求。
这一原理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80 年代后, 绝大多数的国家人均GN P 和私人消费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 对
旅游、教育、娱乐等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美国具有发达的教育、先进的医疗保健系统、多元化的文化、丰
富多彩的娱乐业, 对外国服务消费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方面的服务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如 1987 年美国教
育部门的出口 (主要为研究生学费) 为 38104 亿美元, 顺差近 33 亿美元, 而到 1995 年教育出口增至 75117

亿美元, 顺差高达 6614 亿美元, 占当年私人服务贸易顺差 667156 亿美元的 9195% ; βσ1993 年医疗保健服务
也大约有 7 亿美元顺差。1981—1995 年间, 旅游服务出口所占比重一直仅次于其他私人服务, 其中 1981 年、
1989 年、1990—1993 年居各类服务出口之首, 如果将旅客运费包括在内, 则该类出口收入更是遥遥领先。同
期, 旅游服务贸易有 8 年 (1981 年、1989—1995 年) 为顺差, 顺差累计为 862113 亿美元, 占这 8 年私人服
务顺差总额 3 835193 亿美元的 22148% ; 如果加上旅客运费, 则顺差高达 1 176133 亿美元, 占私人服务顺差
总额的 30167%。βτ由此可见, 旅游行业是 80 年代以来美国服务出口的一大支柱。

61 美国政府利用政治力量, 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为美国服务出口创造了条件。早在 70 年代, 美国政
界和经济界就已认识到美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已从商品领域转向服务领域, 扩展服务出口对美国实现经
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极为重要。而当时, 其服务出口面临着外国设置的重重壁垒。于是, 政府
开始了旨在促使外国打开服务市场的一系列努力。1974 年国会通过的《贸易法》首次提出, 国际贸易既包括
商品贸易, 又包括服务贸易。该法案第 301 条款授权总统对阻碍美国商务扩张的外国行动进行报复; 参议院
金融委员会特意指出, “商务”一词包含与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1973—1979 年在美国推动下进行的东京回
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政府采购、标准和补贴三个规范, 初步涉及了用于商品贸易的运
输、保险、检验等服务的自由化问题。χκ鉴于 70 年代美国新增加的 2 000 万个就业机会中有 1 700 万在服务业、
服务业已成为美国的主导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服务贸易盈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其商品贸易逆差等事

实, χλ里根上台后将服务贸易置于优先地位, 成立了服务咨询委员会来协调政府和产业界在服务贸易上的立
场。1984 年国会通过的《贸易与关税法》和 1988 年通过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都明确授权总统就服务贸
易、投资和知识产权进行谈判, 并对不向美国让步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报复, 以迫使外国开放服务市场。在尚
未建立起一个服务贸易国际规则框架的情况下, 美国力图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服务市场准入和不公平竞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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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 1975—1988 年, 美国曾 11 次引用《1974 年贸易法》301 条款处理服务贸易争端, 涉及空运、海运、广
告、广播、电影发行、建筑和工程、保险等部门。χµ美国通过双边主义、区域主义策略的运用, 凭借政治经济
实力施压, 各个击破。如迫使日本、韩国等国开放保险市场、建筑市场, 迫使东南亚国家开放航空市场, 迫
使发展中国家开放潜力巨大的保险、电信、金融、职业服务等市场。积极与加拿大、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谈
判, 先后鉴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将实现集团内服务的自由流动作为重要内容, 产生
了服务贸易创造的良好效应。如 1989 年 1 月 1 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前的 1986 和 1987 两年, 美国对加拿
大私人服务出口分别只有 66158 亿美元、77145 亿美元, 占当年美国私人服务出口总额的 8167% 和 8193% χν。
而生效后, 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较加拿大所具有的明显竞争优势得到发挥, 特别是计算机和基于通讯网络的
增强服务、金融服务、旅游等最具活力的领域受益显著。如 1989 年至 1991 年, 美向加出口私人服务增至
131195 亿美元、160156 亿美元和 178103 亿美元, 分别占美国当年私人服务出口总额的 11120%、11173% 和
11171% , 份额有较大幅度提高。χ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成 (1992 年 8 月 12 日) 和生效 (1994 年元月 1

日) 又为美对墨服务出口扫清了障碍, 1993 年和 1994 年向墨出口服务 84127 亿美元和 88114 亿美元。可见,

美国积极寻求的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其服务出口带来了切实利益。
在美国采用双边谈判处理服务贸易争端及酝酿与加拿大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同时, 美国不断施加压力,

要把服务贸易纳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之中, 以改善其服务在市场准入、利润汇回等方面的障碍和在国外受
到的歧视性待遇。随着发达国家的认识逐步统一, 发展中国家态度的转变, 1986 年 9 月于乌拉圭埃斯特角召
开的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特别部长会议上, 服务贸易被正式列为谈判的重要议题。
在其后长达 7 年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 各方陆续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准入初步承诺开价单, 并象征性
地对外开放了本国原来一直关闭的某些服务部门, 这无疑促进了美国的服务出口。如中国于 1991 年 7 月提出
第一个初步承诺开价单, 承诺开放海运、金融、旅游、专业服务、广告和近海石油勘探 6 个服务部门, 以后
修订时又扩大到保险、医疗、建筑、公路运输、房地产等部门。美国六大国际会计公司也均乘机在我国设立
了常驻代表处和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会计审计、税务、投资咨询等服务, 我国 24 家境外上市股就是
由六大会计公司审计后上市的。美国在我国会计服务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 最早成立的一家中美合作
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1992 年成立以来, 年收入保持着 25～ 30% 的递增速度。χπ

三、美国服务出口的发展前景

可以预料, 今后美国服务出口的发展将有一个良好的前景, 出口规模和顺差将会继续扩大。这是因为:

11 美国具有服务贸易比较优势, 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经济学家认为, 在服务领域, 一国贸易的比较优
势取决于: ①专有技术的数量; ②现有物质基础设施 (如固定资本、高技术设备) 的存量; ③拥有的信息资
源和应用技术创新的能力; ④供应商的规模和市场的规模 (规模经济性和能支撑专有技术的大规模国内服务
市场的存在) ; ⑤与规模经济有关的专业化协作及相关技术和信息的发展; ⑥政府规制对规模经济的作用等
因素。χθ美国每年研究与开发费用一直占 GD P 的百分之二点多 (1985 年为 218% ) , 教育支出占 GD P 的比例
(1991 年为 710% ) 高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 χρ科技力量和高等教育水平居世界之首, 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处
于领先地位, 国内市场规模庞大, 自由竞争度很高。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21 美国服务出口有很大的增长空间。1995 年, 服务业产值占 GD P 的 51165% , 该年服务出口 (含军事
销售合同下的转移和政府杂项收入) 为 2 10519 亿美元, 占其产值 (出口强度) 的 5162% , 占GD P 的 2190% ;

商品产值占 GD P 的 36176% , 该年商品 (不含军备) 出口为 5 759141 亿美元, 出口强度达 2212% , 占 GD P

的 7194% χσ。假定 1995 年的服务出口达到其产值 10% , 出口额即高达 3 74615 亿美元。另外, 据统计, 美国
人均服务消费比西方其他 6 大经济强国高出 40%。如果今后 5 年, 他们的人均服务消费升至美国的水平, 那
么只要其服务进口的一半来自美国, 美国服务出口每年就可高达 5 500 亿美元 (这还未包括对其他地区的出
口) χτ , 若按 1995 年服务贸易顺差占服务出口的比例 32146% 计算, 届时年服务贸易顺差将达到 1 78514 亿美
元, 远远大于 1995 年 683160 亿美元的规模。由此可见, 美国服务出口的巨大潜力。

31GA T S 的签订和实施, 为美国迎来了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良好国际经济环境。据来自伦敦经济学院
的阿尔廷哥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恩德斯研究, 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覆盖的 149 种服务活动中, 参与方的
市场准入承诺程度如下: 发达国家为 64% , 经济转轨国家为 52% , 发展中国家为 16% ; 如果将不属于最后
承诺范围的视听、邮政、基础电讯、运输几类服务排除在外, 承诺程度则分别升为 82%、66% 和 19% ; 在美
国比较优势显著的职业服务、计算机和相关服务、线上信息和数据库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 参与方总体承
诺水平在 50% 以上, 在美国同样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研究与开发、租赁、市场研究、广告、管理咨询、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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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和电子数据交换、分销、工程设计、环保服务等领域, 作为美国服务出口主要市场的欧盟、加拿大、日
本等发达国家几乎全部承诺对外开放; 即使是 77 个发展中参与方, 也分别有 1ö2、1ö3 和 1ö4 的国家和地区
承诺开放保险市场、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市场, 以及计算机和相关服务市场。δκ这对美国今后服务出口来说,

无疑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外, 2005 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完成 (1994 年 12 月美洲 34 国迈阿密首脑会议决定) , 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于 2010ö2020 年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 (1994 年 11 月《茂物宣言》) , 也将为作为重要
成员的美国服务出口提供一个巨大的区域性市场。

41 美国政府推行“服务优先”的出口发展战略, 将为其服务出口提供有力的保障和动力。1995 年 6 月美
国商务部公布了克林顿向国会提出的《国家出口战略》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战略举措——“服务先行”出口发
展战略, 并决定在继续依靠欧、日等传统服务出口市场的同时, 积极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中国经济区、
印度、印尼、韩国、波兰、土耳其和南非十大新兴市场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特别要重点支持环保、信息、能
源、交通运输、卫生保健、金融等关键领域服务出口的发展。为了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 美国政府其他许多
部门, 如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财政部、运输部、国务院、能源部、旅游管理局、进出口银行、国际开发署
等, 与制造业和服务业密切合作, 为其提供有关市场、外国经贸法规等信息和咨询服务, 并为他们与外商接
触牵线塔桥, 帮助他们打入国际服务市场, 提高在全球服务市场中的占有率。

当然, 美国未来服务出口也不会一帆风顺。一方面, 面临着来自欧盟、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
竞争的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早在 1984 年, 欧共体服务出口 (含内部贸易) 在世界运输、旅游、
其他私人服务三类私人服务出口中的份额就分别高达 39%、43% 和 48% , 几倍于美国的 14%、12% 和 9% 的
份额。δλ而到 1992 年, 根据关贸总协定统计, 仅法德两国的服务贸易份额就达 1617% , 超过了美国的
1612%。δµ随着欧共体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成和欧洲联盟经济进一步向一体化发展, 服务实现区内无障碍自
由流动, 越来越多的服务进口将转向内部供给。以银行和保险业为例, 据研究在单一市场建成前后其产值和
对外贸易会发生以下变化, 见下表所示。δν

项

目市场类型

产　　值

短　期 长　期

从非成员国进口

短　期 长　期

分割的市场
(建成前) 013 017 - 110 - 018

一体化的市场
(建成后) 115 1315 - 614 - 312

由表可见, 欧共体内部单一市场的建成会导致金融服务贸易发生转向, 从区外进口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
下降。最近, 欧盟 15 国达成协议, 彼此之间全面开放天空, 建立统一的民航市场, 以推动区内市场结构调整,

实现优化组合, 达到规模效益, 增强对外竞争能力, 就是一个迹象。
日本服务出口虽然在 1992 年只占世界服务贸易的 5% , 且有 480 亿美元的巨额逆差, 但自 1986 年以来

其服务业海外投资年均增长 2315% , 高科技服务业海外投资年均增长 49% , 高于美国 17114% 和 35% 同类数
字, 可谓潜力较大。而且, 日本已将金融和人力资源集中于服务业, 雄心勃勃地期望成为重要的服务出口国,

特别是期望在金融、保险、建筑和工程、房地产、咨询、电影和出版、休闲娱乐、旅游、时装设计等领域的
出口获得较大增长。日本会成为服务出口“明天的强有力的竞争者”。δο

同时,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迅速积累起技术、资本、信息和人力资源, 在某些部门具有了比较优势,

至少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有“梯度”竞争优势的, 出口潜力也不容忽视。如新加坡在医疗保健、数据处
理、金融服务等领域竞争力较强, 1993 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为 172 亿美元, 有 57 亿美元的顺差。发展中国家
在旅游和建筑一类劳动密集型服务中拥有潜在比较利益。早在 80 年代初中期, 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地中海
地区的国家就已成功地开发了旅游业; 印度和韩国在输出工程劳务方面也大获成功。如 1981—1983 年, 韩国
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低廉、工人组织严密的优势, 利用中东地区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机, 积极扩
大建筑服务出口, 在世界建筑服务市场中的份额连续三年超过 11%。δπ中东大规模建设结束、市场骤然缩小
后, 韩国又努力开拓东南亚、北美和太平洋地区工程承包市场, 1996 年承包额超过了 100 亿美元。目前, 韩
国已成为世界建筑工程承包服务的主要出口国之一。

世界服务贸易的市场规模在动态上虽然是不断扩大的, 竞争也并非必然为“零和”结局, 但在静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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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却是有限的, 竞争是“你死我活”的。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竞争无疑对美国的服务出口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 全球范围内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虽然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

终达成了 GA T S, 世界经济发展的日益全球化决定了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 但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特
点, 贸易扩大涉及开业权、移民、信息流动等许多敏感问题, 因而真正实现自由化困难重重。无论是发达国
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出于保护本国市场 (很多服务行业是由国家或私人垄断的, 利润丰厚) 或幼稚产业的
目的, 出于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 或出于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政治考虑,

都不可能完全开放本国服务市场, 或多或少地对一些重要部门进行永久、长期或短期的保护; 即使在已开放
的服务部门, 也往往不给予实质性国民待遇, 设法使其在与本国服务提供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日本表
面上答应开放海运市场, 但却采取不向外国商船提供有效率、有竞争力的港口服务 (装卸货商业服务由日本
港口运输联合会 JH TA - 家垄断经营)、增加港口费用负担的不正当手段, 阻止外国海运公司进入日本, 惹得
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拟对日海运业进行制裁。事实上, 美国自己也对本国的一些服务部门进行保护, 其中航
空和内河航运领域最为突出, 在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 外国公司在美业务经营也遇到规制方面的特殊障
碍。δθ因而, 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国服务出口仍将面临着来自各国各种各样的贸易壁
垒的影响, 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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