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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经

济重点放在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上，从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到将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

及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

重大展会写入2021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深

度和广度得到不断拓展。《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坚

定不移加强制造强国的建设”“扩

大服务业有效供给”。生产性服

务业是连结制造业和服务业重要

枢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质

量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引领制造

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和

出口即生产性服务贸易，其在服

务贸易中占比越高，就意味着服

务贸易结构越好。从世界贸易组

织（WTO）相关数据整理中发现，在

2005-2019年期间，中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总额从222.91亿美元跃升

至1807.66亿美元，平均增长率为

116.13%。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

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从2005年的-

0.48上升到了2019年的0.07，实

现了由负到正的实质性变化，但

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较大

的差距。因此，为更好推进制造

强国战略实施，不但需要服务贸

易的蓬勃发展，而且需要高水平

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支撑。

中日作为“一带一路”北线A

的重要节点，但是在相当一段时

期内，日本一直游离于“一带一

路”规划的蓝图之外，形成合作圈

上一个难解的刚性缺口和断裂

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推

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

系，积极促进区域合作”。根据

WTO相关数据进行测算发现中日

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互补性不断

增强，并与贸易规模呈现正相关

关系。因此，亟需厘清影响中日

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因

素，从而为实现中日两国更高水

平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提供政

策依据。

一、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

贸易发展现状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的肆虐不仅使得全球

价值链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更是

导致了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

经济全面萎缩。值此特殊情形下

的中日贸易却呈现出逆势增长的

新亮点，这说明依存度较深的中

国与日本拥有很强的合作惯性。

为此，深度剖析中日双边生产性

服务贸易水平尤为重要。目前，

学界对于生产性服务贸易分类暂

没有统一标准，本文主要参考余

道先和刘海云（2010）的分类方

法，结合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并

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全面性和一

致性的情况下选取了 2005-2019

年的数据，将生产性服务贸易按

照建筑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以及通

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5类进行

分类统计。其中，生产性服务贸

易进出口额来自 WTO 数据库，人

口总数和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orld Bank）。

（一）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

易规模分析

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中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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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性服务贸易是推动服务贸易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对进一步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独特的

润滑效用。更好地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是中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的重要途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文章从服务贸易结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四个影响因素分析中日生产性服务贸

易发展现状。研究发现，要实现中日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加快对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合理

掌握对外依存度平衡，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韧性，增创质量型人口红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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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抓手，其发展

一直备受两国关注且规模也在不

断扩大。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2005-2019 年中国和日本双边生

产性服务贸易规模总体呈现出上

升趋势，但在2009年和2015年出

现负增长的情况。2009年，百年

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外复

杂严峻的形势使得世界经济历经

艰难。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

的日本，外需急剧下滑，经济迅速

衰退。积极的财政政策及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将中国的经济发展

从“困难”转换为“关键”，但恢复

以往出口的快速增长局面是不可

行的。2015年日本媒体反复使用

“牵制中国”的字眼形容日本在军

事上“谋求自卫权”和在经济上参

加美国主导的TPP。为了促进亚

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2015年中国主导

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而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

反对的国家。

（二）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

易竞争力分析

贸易专业化指数是在特定的

市场里根据某一国家某个产业进

出口数据测算该国该产业的专业

化情况或比较优势，数值在（-1，

1）之间，其结果值越大，表明该国

该产业竞争力越强。贸易专业化

指数界定的竞争优势以 0为界，

当 TSI 取值为（-1，-0.6）时竞争

劣势极大；TSI 取值为（-0.6，-

0.3）时竞争劣势较大；TSI取值为

（-0.3，0）时竞争劣势微弱，TSI

取值为正表明具有竞争力，界定

与取值为负相同。其中 Xk
ij 表示

中国的i服务部门对日本的出口

额，Mk
ij 表示中国的i服务部门对

日本的进口额。由于本文测算的

为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竞

争力，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与日

本对中国的进口额相等。根据公

式可知，中国对日本的竞争力与

日本对中国的竞争力互为相反

数，故本文以中国对日本的生产

性服务贸易竞争力为例进行分

析，具体公式如下。

TSIij = Xk
ij -Mk

ij

X k
ij +Mk

ij

如图2所示，TSI指数大小排

名前两位的产业分别为通讯、计

图 1 中日双边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图 2 中国对日本生产性服务贸易分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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