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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始于改革开放

初期的 1982年，当时进出口贸易

总额只有 44 亿美元，截止 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已达到 7434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贸易总额的

14.9%，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连续 5

年位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中国

服务贸易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体现着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深

化对外开放中服务贸易的重要地

位。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

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货物贸

易的交易总额仍远远高于服务贸

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

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

额已高达 7839亿美元。在经济全

球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然而，在 2019 年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额 2832 亿美元，进口

额 5007 亿美元，逆差 2175 亿美

元。正是因为中国服务贸易这样

的发展现状，所以探究如何增强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进一

步缩小逆差，有助于中国服务贸

易的未来发展。在中国经济站在

历史机遇期与转型期的关键时

刻，推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十四

五”时期重要战略任务，这将为中

国经济再创辉煌提供新的增长动

力。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

争力现状

（一）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从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开始，中国就向世界展示了大力

开发和发展服务贸易的决心，中

国政府承诺对 WTO 规定的 12 个

服务贸易部门中的 9个，160个服

务业分部门中的 100 个进行逐步

开放，并在 2007 年底前完全实

现，目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加大

服务贸易领域的改革开放力度，

助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因此，中

国服务贸易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

展，截至 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

额已达到 7434亿美元，占同期对

外贸易总额的 14.9%，中国服务

贸易规模连续 5年位居世界第二

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世

贸组织统计，2019 年中国服务贸

易出口额已经达到 2817亿美元，

虽然相比之下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还是不小，但总体而言，中国服务

贸易的出口还是处于增长之中，

但由下图我们也能看出，中国服

务贸易的出口增长较为缓慢，这

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

有一定关系。本文选取世界上服

务贸易出口额较多的七个国

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

国、法国、日本以及印度为样本与

中国进行对比。

由表 1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量仅仅只占世

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不到 5%，

距离世界发达国家美国还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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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年八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及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比例 单位（百万美元）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中国 印度 日本
澳大利

亚

出口额 853270 411794 335249 287084 281651 213731 200541 69168

占比 14.1% 6.8% 5.5% 4.8% 4.6% 3.5% 3.3% 1.1%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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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距离服务贸易出口大国英

国、德国及法国也有一定差距，但

总的来讲还不至于遥不可及。亚

洲的印度和日本凭借近年来的科

技进步以及印度的人口红利，服

务贸易的出口量也不可小觑。服

务贸易出口额的差距也从侧面反

映出中国与世界一些国家服务贸

易出口竞争力的差距。

由图 1可知，我们可以更加

直观地看出历年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的发展趋势。首先在整体上，我

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量处于一个

高速发展的状态，个别年份的增

速很快。在 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

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也减少

了很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

2009年开始，中国服务贸易逆势

上扬，2019 年的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额已经比 2009 年增长了一倍

多。然而近年来受逆全球化的影

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

有所放缓，体现出中国服务贸易

出口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根据 WTO 数据库统计，细分

中国服务贸易各行业来看，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中传统

行业即运输、旅行和加工行业共

约占 35%的份额，中国服务贸易

的出口对这些行业过于依赖也是

造成目前出口增长动力不足的原

因之一，尤其是加工服务贸易出

口额已经比十年前缩水近四分之

一，而且近年来，这三个行业的出

口额都显现出颓势，对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规模增长的贡献有限。

不过，好在中国建筑服务贸易的

出口额已经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而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进步，中

国服务贸易中新兴产业的占比确

实也在不断提高，在跨境电子商

务的带动下，高技术附加值产业

快速发展，部分新兴服务贸易部

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服务贸易的

发展。仅 2019年电信服务贸易的

出口占比就将近到达了 20%，尤其

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电信服务

贸易出口份额从 2015的不到 10%

发展到 2019年的 20%，可谓成效

显著。知识产权服务出口额增长

较快，体现了中国知识密集型服

务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不得不提

的是，中国服务贸易中其他的新

兴行业发展起色并不如电信行业

这般迅猛，以保险金融行业为例，

虽然十年来，2019 年这两个行业

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加一起也不到

5%，近十年来增长速度也并不十

分显著，这都充分说明中国服务

贸易发展已经处于重要战略转型

期，传统服务贸易行业对中国服

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作用已经没有

以前那么多了，若想中国服务贸

易出口规模再上一个台阶，那么，

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力的提

升刻不容缓。

（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

力现状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本文提

出使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中

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RCA指数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

tage Index）是指一个国家某种

图 1 2010-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所得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运输 45966 42310 37104 33827 38594 38243 37646 38912 35570 34211

旅游 34458 39468 38799 44426 44969 44044 51664 50028 48464 45814

建筑 27962 26594 23926 12690 16652 15355 10663 12246 14724 14495

加工 19531 21979 18068 18627 20436 21421 23257 25745 26529 25212

电信 53785 47068 27767 26531 25784 20173 17098 16247 13908 10476

金融 3904 3482 3694 3212 2334 4531 3185 1886 849 1331

保险 4772 4924 4046 4154 4976 4574 3996 3329 3018 1727

知识产权 6644 5563 4762 1085 1085 676 887 1044 743 830

表 2 2010-2019中国服务贸易部分行业出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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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

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

额所占份额的比率，RCA 指数越

大，说明其产品的竞争力水平越

强。一般而言，RCA值大于 1，表示

该商品在国家中的出口比重大于

在世界的出口比重，则该国的此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

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

值小于 1，则表示在国际市场上

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

对较弱。

从表 3中看出，服务贸易出

口竞争力较强的是美国、英国、法

国和印度，德国、中国、日本和澳

大利亚的服务贸易都处于弱竞争

力水平，总体比较来看，英国的服

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最强，而中国

的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最弱。近

年来中国的竞争力水平总体处于

上升趋势，但服务贸易出口竞争

力薄弱的问题由来已久，对比十

年前的 2010年，甚至还有过一段

时间的下降，说明我国服务贸易

的整体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服

务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大多为

发达国家，法国的服务贸易竞争

力水平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水

平，波动不大。美国的服务贸易竞

争力水平对比十年前也略有下

降，但优势还是十分明显。英国是

样本国家中服务贸易竞争力最高

的，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对英国经

济的贡献很大，这与服务业在英

国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有关，英

国服务贸易对英国 GDP 的贡献率

一度可以达到八成以上的地步，

与此同时英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

占英国总劳动人数的 83%，体现了

英国拥有的发达的服务业。不仅

如此，英国政府采取的相关保障

措施也对英国服务业的发展起着

显著作用。德国和日本作为传统

的工业强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

竞争力优势并不大。印度作为亚

洲范围内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大

国，其服务贸易对比中国有着十

分巨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来源于

印度庞大的人口数量，更是意味

着较中国更合理的服务贸易发展

结构和更合理的配套制度结构。

根据表 4可知，中国服务贸

易中的大部分行业竞争力水平都

不高，只有建筑服务、加工服务和

电信服务行业竞争力较强，拥有

一定的比较优势，传统服务贸易

行业的 RCA指数较大，这些大多

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总

体来说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较为

偏向低端，高附加值产业竞争力

较弱，低附加值产业竞争力却很

强，充分说明我国的服务贸易出

口仍以传统的资源、劳动力禀赋

产品为主。

运输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竞

争力比较平稳，但也没有较强优

势。中国的运输服务业受制于一

定地理条件限制，而且还有着效

率低下和成本高昂的问题，这些

都制约着运输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近十年来

不升反降，出口竞争力减弱，中国

是个拥有 5000 年灿烂文化的历

史大国，并且中国幅员辽阔、地大

物博，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旅游

表 3 2010-2019年八国服务贸易 RCA指数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德国 法国 印度

2019 0.42 1.41 1.93 0.91 0.84 0.76 1.38 1.64

2018 0.42 1.43 1.94 0.87 0.90 0.76 1.43 1.65

2017 0.39 1.46 1.95 0.88 0.93 0.76 1.43 1.62

2016 0.38 1.44 1.96 0.88 0.96 0.74 1.43 1.59

2015 0.38 1.45 1.93 0.88 0.98 0.75 1.46 1.60

2014 0.40 1.46 2.02 0.88 0.91 0.77 1.49 1.53

2013 0.42 1.51 1.98 0.77 0.91 0.77 1.50 1.58

2012 0.45 1.53 2.10 0.73 0.93 0.76 1.48 1.67

2011 0.49 1.53 2.03 0.74 0.90 0.74 1.46 1.62

2010 0.50 1.51 1.99 0.72 0.96 0.73 1.37 1.68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所得

表 4 2010-2019中国服务贸易部分行业 RCA指数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运输 0.96 0.90 0.93 0.93 0.97 0.91 0.93 0.95 0.86 0.91

旅游 0.51 0.61 0.69 0.86 0.85 0.83 1.01 1.01 0.99 1.05

建筑 5.26 5.06 5.57 3.38 3.91 3.32 2.57 2.89 3.49 3.78

加工 3.37 3.81 4.43 4.84 5.17 5.12 5.41 5.86 5.87 6.05

电信 1.71 1.66 1.24 1.28 1.22 0.99 0.90 0.89 0.79 0.70

金融 0.16 0.15 0.19 0.17 0.12 0.24 0.18 0.11 0.05 0.07

保险 0.75 0.76 0.74 0.79 0.92 0.80 0.72 0.60 0.60 0.40

知识

产权
0.35 0.30 0.30 0.08 0.07 0.05 0.07 0.08 0.06 0.08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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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旅游业方面有着天然的

要素优势。但近年来随着时代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于新时

代旅游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中国旅游业十分迫切地需要进行

结构优化和产业调整，加大力度

打造属于中国的“新时代旅游产

业链”，各方努力共同提高附加

值，才能扭转中国旅游业竞争力

不断下降的趋势。

中国建筑服务贸易一直以来

都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这十

年更是发展迅速，RCA 指数从

2010 年 的 3.78 到 2019 年 的

5.26，逐渐成长为中国服务贸易

的领军行业。根据 WTO 数据库的

统计，中国建筑服务贸易出口额

已经占据了世界建筑服务贸易总

出口额的四分之一，无论从规模

上看还是竞争力水平上看，中国

建筑服务贸易都已经走在世界前

列。

中国加工服务贸易 RCA 指数

虽然挺大，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拥

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我们也要

注意到中国加工服务贸易竞争力

正在持续下滑。中国服务贸易在

加工行业的较强竞争力跟我国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有一定关系，但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的人

力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部分加

工服务业有向东南亚转移的趋

势。因此，中国加工服务贸易的传

统优势正在逐步消减，应尽快进

行产业升级。

表 4 中反映出中国电信、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正蓬勃发

展，从 2010 年较弱的竞争力水

平，到 2019年逆转成为中国服务

贸易行业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中

国电信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与

近年来国家的大力扶持密不可

分。

中国服务贸易中的金融、保

险养老和知识产权行业竞争力都

比较弱，但这三个行业都是高附

加值产业的代表，虽然在近年来

有所增长，但竞争力仍然不足。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相

信这三个行业的竞争力也将得到

逐步提升。

经过对中国服务贸易各行业

历年 RCA 指数的比较分析，中国

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的行业还比

较多，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行业

的出口竞争力都有待提高。中国

服务贸易整体来看还面临着出口

规模较小、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因

此，传统的服务贸易出口面临困

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服务

贸易的出口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

提升已经迫在眉睫。当然，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机会与

挑战并存，把服务贸易的出口竞

争力提上去，不仅需要加快服务

贸易企业升级转型，更是要求全

国上下统筹协调把握时机进行服

务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

障中国服务贸易面对接下来的挑

战时有足够的竞争力。

二、中国与样本国家经济

制度差异现状

经济制度差异是指各国在制

定经济活动规则时产生的制度差

异。如果两国之间的经济制度差

异过大，意味着两国服务贸易中

将面临更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

同时，交易成本也会随之升高。服

务贸易出口方需要在出口时花费

时间与金钱去熟悉当地经济制

度，例如产权制度与交易规则等。

另外，进口国可能因贸易保护等

原因，设置关税等贸易壁垒，增加

服务贸易出口方成本，不利于服

务贸易出口方发挥自身比较优

势，故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会削

弱本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

对于经济制度差异的测度，

本文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

自由度指数，该指数包括 6 个维

度：商业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财

政自由度、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

度和金融自由度，在美国传统基

金会数据库中，各国在每个子指

标项下都会得到 0-100 的分数，

分数越高越好，使用这 6个维度

表 5 2010-2019年中国与七个样本国之间的经济制度距离

数据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中澳 中英 中印 中日 中美 中法 中德

2010 37.88 33.87 6.72 25.4 33.4 21.25 28.8

2011 35.85 32.08 10.47 23.13 31.48 21.45 28.12

2012 36.77 32.53 11.42 23.55 31.32 21.62 28.62

2013 34.97 30.95 9.4 22.47 29.7 24.57 31.22

2014 33.17 29.95 8.85 22.17 28.65 22.35 29.87

2015 33.55 30.5 9.87 24.58 29.13 24.52 29.4

2016 31.43 28.77 6.63 23.43 26.75 23.57 29.18

2017 35.55 33.67 11.18 25.45 31.65 26.93 31.8

2018 34.42 33.62 10.23 25.45 33.08 26.77 28.8

2019 34.38 32.22 9.9 24.18 31.85 26.53 27.08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国际商务论坛

计算得出的结果来衡量中国与七

个样本国之间的经济制度差异

（Edis），公式如下：

Edis= 1
6

6

j = 1
移|Iij-Icj|

由表 5可知，中国与众多发

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制度差异比较

大，样本中唯一与中国经济制度

差异较小的是印度。印度与中国

同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也较

为相似，因此制定的经济制度差

异较小。与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相

比，中国在金融开放自由、投资领

域开放自由、货币交换自由、商业

管制自由、贸易开放自由等方面

的制度建设还未建立，对中国各

行业服务贸易的发展支持力度不

够，同时还会因此为企业带来额

外的成本，结合上文提到的中国

与这七国在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和

出口竞争力上的差距，经济制度

上的差异必然使中国服务贸易处

于缺乏竞争力的位置。

三、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竞争力的策略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时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

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各项

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高度重视。为

了中国在未来能够跻身服务贸易

强国行列，中国要根据自身国情

与发展状况制定科学的服务贸易

长期发展规划，用制度保障中国

服务贸易整体稳步健康发展，有

针对性地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出口

竞争力。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发展现状以及前文的研

究成果，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

争力的提升提出以下对策：

（一）建立健全相关经济制

度，缩小国际差异

在经济制度层面，中国政府

要切实做好扶持中国服务贸易发

展的计划和蓝图，对国内外差异

大的经济制度采取“引进来、消化

掉”的策略，吸收外国先进经济制

度为我所用，同时做好本土化，保

留真正适合中国服务贸易企业发

展的制度，逐步建立与国际服务

贸易强国接轨的经济制度，为中

国服务贸易企业降低出口成本，

以提升出口竞争力。

（二）对重点行业给予政策扶

持，做好保驾护航

在前文中，我们也看到，由于

中国逐步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加

工建筑等服务贸易行业中国是有

一定竞争力的，因此要对这些服

务贸易出口企业进行鼓励，让他

们保持竞争优势。而对目前中国

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弱的行业进

行重点扶持，在经济制度上给予

企业政策支持，同时加大科技投

入与人才培养，政府要为这些中

国服务贸易行业做好保驾护航。

（三）提升经济制度自由度，

助力企业成长

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归根结

底还是经济各领域自由度不够，

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吸引优

良资本合理投资，力争提高投资

自由度，为资本进入创造有利条

件。同时，中国政府要继续扩大服

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力度，2020年，

中国坚持在疫情防控下召开了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会议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吸

引境内外近万家企业参与，像这

样的服务贸易盛会，将为中国服

务贸易提升竞争力提供难得的交

流合作机会，并且也能提升中国

服务贸易整体商业自由度，缩小

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差异，开

放的同时，在监管的基础上给予

中国服务贸易企业低息贷款等经

济政策福利，有利于中国服务贸

易企业向竞争力薄弱的行业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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