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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服务贸易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各个发达

国家都十分注重服务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国家，

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强国。中国服务贸易起步比较晚，自从

改革开放以后，服务贸易一直不断进步，但是发展进程较缓，

与美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1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量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小的波动，

但是仍然保持稳步上升。2012-2019 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2018 年达到顶峰 7918 亿美元，

虽然 2019 年存在小幅度下降，但总体仍是保持着上升趋势。

2012-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虽然 2014 年到 2016 年

有略微下降，但是总体是呈上升趋势，2019 年出口额达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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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为了加快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论文运用对比和分析的方式，在中
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I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对中
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远低于美国，两国之间中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
在不同领域的服务贸易中，两国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虽然两国的服务贸易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但是美国在新型服务行
业上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国，中国在整体的服务贸易水平上还是与美国存在距离。为此，论文进一步探析了中美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产生差距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如改善高等要素投入状况，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积极
发挥政府作用等，由此期望对促进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的转型、提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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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2811 亿美元，相较于 2012 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幅度

约为 39.4%。

2012-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除了 2019 年以外总

体呈增长趋势，其中 2012-2018 年逐年增长。2013 年到 2014

年服务贸易进口额增长速度较快，一年间同比增长幅度为

30.9%，到了 2018 年突破 5000 亿美元，但是 2019 年同比下

降了 320 亿美元左右，相对于 2017 年的 4676 亿美元进口额，

2019 年仍然增幅达 6.3%，相对于 2012 年的服务贸易进口额

更是增长幅度达到 76.7%。

2012-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长期处于逆差

中。服务贸易逆差在 2012-2016 年间一直是不断增大的，直到

2017 年差额有所回落，虽然在 2019 年，伴随着出口额的增加

和进口额的减少，贸易逆差数额回落至 2200 亿美元以下，低

于 2015-2018 年的逆差数额，贸易逆差规模开始缩小，但相较

于 2012 年的逆差额，2019 年逆差幅度仍增长了 171%，所以

总体上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

1.2 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总量

美国的服务贸易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规模大。美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 2012 年到 2019 年间呈现逐年上升的

趋势，2019 年较 2012 年相比，同比增长 30.4%。

2012-2019 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同样也是逐年

上升的，从 2012 年的 6557 亿美元到 2019 年的 8467 亿美元，

增长接近 2000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 29.1%。服务贸易的进

口额虽然也在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会比出口额的增长速度略

微快一些，服务贸易进口额从 2012 年的 4520 亿美元到 2019

年的 5974 亿美元，增长了接近 1500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

32.2%。

2012-2019 年美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长期处于顺差

中，2012-2015 年间进出口差额逐年增长，2015 年达到最高

值 2633 亿美元，而 2019 年又下降到 2500 亿美元以下。虽然

在 2019 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差额相对于前两年有所下降，但

2019 年较 2012 年相比，其增长幅度仍然达到 20%，所以从整

体上看，美国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

1.3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总量比较

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来看，2012-2019 年间中国和美国

总体上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中国在此期间的增长接近 3000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 61.2%，美国的增长额为 3365 亿美元，

增长幅度约为 30.4%，从增长幅度来看，中国是远高于美国的，

但是进出口额总量上差距还是较大的，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

总额最高峰时为 7918 亿美元，而美国的最低锋为 11077 亿美

元，中国的最高峰甚至不如美国的最低锋，美国服务贸易的

进出口总额早在 2012 年就达到上万亿美元，而中国至今仍未

达到，所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体规模是不如美国。

从服务贸易出口额来看，2012-2019 年间中美两国是不断

增长的，中国在此期间增长额接近 800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

为 39.4%，而美国的增长额约为 1910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

29.1%，虽然中国的出口额增长快于美国，但是中国的出口额

最高为 2811 亿美元，而美国为最低 6557 亿美元，中国的最

高值甚至不到美国最低值的三分之一，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

总体规模还是远小于美国的。

从服务贸易进口额来看，2012-2019 年间中国在此期间

增长额约为 2158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 76.7%，而美国的增

长额为 1454 亿美元，增长幅度约为 32.1%，中国的增长幅度

是高于美国的，中国的进口额最高时为 5250 亿美元，美国为

5974 亿美元，两者相差仅为 724 亿美元，差距仅为几百亿美元，

进口额的差距不大。

从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差额来看，2012-2019 年间中国的服

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其逆差最高峰是 2582 亿美元，而

美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其顺差最高峰为 2596

亿美元，两者相差约为 5000 亿美元。

综上，中美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方面增长速度差距并

不大，但是在 2012-2019 年间，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速

度是略高于美国的，但是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额增长速度却

远高于美国，两者的服务贸易差距才会逐渐拉大。

2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

人们在研究某国家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指数时通

常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IMS）、显示性比较优势（RCA）以

及贸易竞争指数（TC）这三种指标，论文也利用这三种指数

指标，通过对比分析 2012-2018 年来中美服务贸易数据，来看

两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大小。

2.1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简称 IMS，

是指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大小。通常我们会用

这个比值来反映某种行业或者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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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地位的变化 [1]。其中，国际市场占有率公式为：

公式中，MSij 是指 i 国 j 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ij 是

指 i 国 j 产品的出口总量；Xwj 是指世界 j 产品的出口总额。

如果市场占有率较高，说明该商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相反，如果该商品市场占有率较低，则说明其竞争优势不大。

2012-2018 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徘徊在

4.5% 上下，不足 5%。2012 年到 2014 年连年下降，2014 年

下跌至最低点 4.252%，2016-2018 年连年上升回到 4.5% 以上，

但是 8 年间上下浮动率最大为 0.311%，没有太大的变化。而

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 2012 年到 2104 年一直稳定在 14%-

15% 之间，2015 年后从 14% 上升至 15%，2015 年达到顶峰

15.443%，2015-2017 年间连年下降，但是仍处于 15% 以上，

2018 年回升到 15.23%，美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 2015 年之

后突破了 15%，浮动率超过 1%，这几年一直保持在 15% 以上。

中国与美国相比，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是较低

的，虽然稳定中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没有较大的突破，上下

浮动率最大不超过 0.5%，并且中国的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

率约为美国的 1/3 不到，差距大，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的竞争

水平与美国相差较多，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服务贸易竞争

力较低，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2.2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 RCA），是指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出口额占其出

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

率。其中，公式为：

公式中，RCAij 是指 i 国 j 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Xij 是

指 i 国 j 产品的出口额；Xit 是指 i 国全部产品的出口额；Xwj

是指全世界 j 产品的总出口额；Xwt 是指全世界所有产品的总

出口额。

当比值大于 1，则说明该商品在国家中的出口比重大于

在世界上的出口比重，说明该国的某种产品或者服务有显性

优势，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若该比值小于 1，则说明该商

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较小，竞争力较弱。

中国的服务贸易在 2012-2018 年间 RCA 值都是低于 0.5，

并且在 2012-2015 年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在 2015 年 RCA

值跌至最低谷，只有 0.3993，虽然 2016 年以后开始反转，呈

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微弱，直到 2018 年 RCA 值才

上升到 0.4121，仍未达到 2012 年的最高值 0.437，反观美国

的 RCA 值一直在 1.4-1.5 上下波动，美国的 RCA 值在 2012-

2015 年也同样呈现下降的趋势，2014 年跌破 1.5，2015 年

RCA 值跌至低谷 1.4386，2016 年起开始稍微回升，到 2018

年回升到 1.4568，但是没有超过 1.5。

中国的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是远小于 1 的，按照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

竞争力较弱，而美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是大于 1 的，并且远

高于中国，两国的指数差距大概在 1，说明美国的服务贸易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有一定优势。

2.3 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 Trade Competitive Index，简称 TC，是用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差额

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 [2]。其中，公式为：

若该比值大于 0，则说明该国家是该类产品的净出口国，

相反，若该比值小于 0，则说明该国家是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国。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总是小于 0 的，从 2012 年到

2016 年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并在

2016 年跌至低谷 -0.3697，2017 年开始有所回升，2017 年到

2018 年间逐年上升，但是 2018 年贸易竞争力指数没有回到最

高峰 -0.1651，说明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还是以进口为主，出

口较少，中国的服务产业还处于一个净输入的阶段，贸易竞

争力还是比较弱的。而美国的服务贸易指数则是长期大于 0，

并且稳定在 0.2 左右，2012-2014 年呈现上涨的趋势，2014 年

上升至最高峰 0.214，到 2015 年后有所下降，并且 2015 年到

2018 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美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

数一直是大于 0 的，虽然近些年有一些下降的趋势，但整体

仍保持在 0 以上，说明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量大于进口量，

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美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长期是正值，而中国的贸易竞争

力指数是负值，说明美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的状态，而

中国一直保持逆差的状态，就目前来看，中国的贸易竞争力

依旧处于弱势状态，与美国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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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存在差异的原因

虽然中国的服务贸易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相对于美

国来说，仍然有较大差距。波特菱形理论又称波特钻石模型，

通常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

竞争力，基于此，论文结合目前研究现状，作出以下的分析。

3.1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衡量各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若一个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越丰富，那么提高这个国家产业

竞争力就越有益。若是将生产要素看作是由初级要素和高级

要素组成的话，当科学技术产生创新发展时，初级要素在产

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会越来越减弱，而高级要素的重要

性会越来越提高。

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

工人以及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

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中国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劳动力和自然

资源方面较有优势，而美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小，但是人口较少，

并且美国的群众所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这导致其劳动力成

本较高，所以美国在以初级劳动力为主的行业，出口份额占

其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并不是太大。

从中国的进出口行业情况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行业

还是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的行业，而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的

行业，例如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新型服务行业所占的进出

口份额较小，而美国在合理初级要素的情况下，拥有较多较

好的高级生产要素，例如高端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建设较为

完善，所以美国的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行业都是其

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主要行业，进出口额都在 1000 亿美元以上，

并且发展形势良好。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必

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与美国相比，中国缺乏高级人才，科技

水平并不是太高，这将直接导致中国在金融、保险、专利等

以高级要素为主的产业中处于劣势地位。缺乏高级生产要素

是抑制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瓶颈。

3.2 政府行为

政府是国家的服务部门，在服务贸易中应该起到健全服

务贸易管理体制，完善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优化升级服务

贸易的产业结构等作用。政府不仅要让有竞争力的行业继续

发展，还要让缺少竞争力但是在未来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地

位的行业有发展的空间 [3]。

中国服务贸易起步较晚，所以中国在政府的政策上并没

有能够及时给予支持或者完善，并且服务业相关的职能部门

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责任不明确，但是美国由于在国际贸易

方面起步早，发展快，所以美国政府在其国际贸易管理局设

立有专门的办公部门，并且采取对服务进出口贸易和国内服

务业发展并重的政策，对重点发展行业进行扶持。

中国政府在法律法规上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目前，中国

是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来规定对外贸易的基本制度和基

本原则，在服务贸易方面，虽然陆陆续续有《商标法》《著

作权法》《价格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海商法》

等相关法律出台，但是在有些方面仍存在立法空白。例如，

商品货物方面有《产品质量法》，而服务贸易方面就没有相

关法律。并且有些法律存在落后滞后的问题。例如，《价格法》

其出台时间为 1997 年，但是由于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滞

后，所以在服务价格方面的定制还不够完善，并且至今仍未

修订。而美国政府在贸易领域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美国

的贸易法规体系包括三大部分：基本法、部门法以及国际协定，

具体包括综合性的立法《外贸法》《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等，

行业性质的包括《航运法》《金融服务公平交易法》等。

3.3 企业策略、结构和竞争对手

一个行业中存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与该行业保持竞争优势

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激烈的国内竞争引导企业努力寻

求提高生产与经营效率的途径，反过来促使它们成为更好的

国际竞争企业。

由于中国和美国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所以导致

他们所存在的发展策略和方式也存在不同。很多企业将生产、

销售、供应等工作集于一身，外包比重小、种类少，且主要

集中在低端生产性服务领域，很多工业企业运行仍处在自我

封闭、自我循环、自我服务阶段。而美国的服务贸易由于起

步早，发展成熟，所以很多服务业务是外包出去的，是发包方，

这使得其服务贸易更多的是国际之间的服务。

在中国的市场里除了宏观调控和政府规定，中国的服务

企业基本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例如，中国的一些新兴发展

企业在对外贸易的道路上没有充足的经验，容易遇到障碍，

所以发展缓慢，例如，中国的一些商业银行，虽然成功入驻

不少海外国家，但是其普及程度还不是很高，更多的是当地

的华人在使用，而本地群众不是其主要的受众群体。目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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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仍以较低级的服务业为主导，因为在某些新兴行业领域，

如金融、保险、通讯业等行业，允许进入中国市场的相关行

业要求较高，所以中国这些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不够高，使

得这些新兴行业难以提高其竞争力，结构失衡。而美国的市

场较为自由，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很多企业愿意进军

美国，这使得美国很多企业积极热情投入到国际竞争中，竞

争意识十分强，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实力，竞争优势不断

增强，并且不断改变完善自身的企业管理模式，为企业的竞

争力的提升贡献巨大。再加上美国本身身为发达国家，有着

优良的服务业配置和优质的资源。越是开放程度高的市场，

竞争越激烈，却对本国的服务贸易更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这样会推动整个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

4 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4.1 改善高等要素的投入状况

要素供给对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

影响，综合分析来看，中国在生产要素供给方面，高等要素

较为匮乏，想要提高中国的服务贸易水平，重点在于提高高

等要素的投入。

服务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前

景与其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和提供服务的好坏有着极其密切

的关系。相对于美国的“精英教育”，中国的教育质量较低，

对此，中国应该注重人才的教育发展，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

的大力投入，可以引进优秀人才，优化教育环境，从而提高

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水平。高等的人才也会给科技研究带

来积极的作用，科技研究会会加强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速度，采用各种奖励的模式或者高薪政策引导高等人才积

极投入到高端服务行业中。

4.2 积极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应该通过调查中国服务贸易的现有状况，有针对性

出台相关的政策，并对原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修改，查缺

补漏。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支持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减少

一些服务行业的垄断，促进企业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技术

水平；放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限制，鼓励商家们将资金多投

入于服务贸易的建设中，建立高效管理机制；加大相关制度

的监管力度，营造井然有序的市场环境，保证以法律法规以

及相关政策能够有效的实施，以此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

力，支持服务贸易的发展。

利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界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构想，向沿线国家学习经验，合作发展，促进中国的

服务贸易发展。最重要的是，向发达国家借鉴相关的立法经验，

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适合中国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对于

过时或者是与国际服务贸易有矛盾的法律政策应及时修改或

者废止 [4]。

4.3 加快促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首先，应该加大投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服务贸易模式，引导传统的产业进行优化升级，以此提高服

务贸易出口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服务产业的水平

和层次，同时应加快资本密集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步

伐，提高这些产业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其次，企业应该多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服务业的经营方法，勇于尝试新兴服务业，

多摸索实践，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改变原有传统模式，不拘

泥于传统行业。政府应该多建立一些新兴的发展园区，形成

服务贸易的产业化集聚，使中小型企业能够联合发展，而不

是处于散落的状态。最后，拓宽服务贸易的领域，大力发展

新兴产业，刺激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新兴服务业的出口。

5 结语

通过与美国的服务贸易进行对比，可以从客观上了解到

中国与美国服务贸易产生差距的原因。因此，中国要提高高

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建立健全中国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促

进企业服务贸易的良性竞争等都是提高中国服务贸易水平的

方法。服务贸易在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上所处的位置越来越

重要，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是社会都应该重视服务

贸易的发展，共同推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这是促进中国国际

竞争力水平发展的关键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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