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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国际视角对服务贸易发展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阐述了中国

现有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和评价指标中存在的问题; 从兼顾开放与安全、优化协调贸易结构、创新驱动服务升级、提
升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等五个层面，针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与构建。提出中国服

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即坚持扩开放和强监管相统一，促进服务贸易业态规范发展;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出

口比重、降低市场集中度，促进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打造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系统，促进服务贸易长期持续

发展; 积极拓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制度，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以供给侧改革提高服务品质，提升服务贸易国际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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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其在国际经贸中的

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服务贸易综合竞争强度也不

断增加。目前，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

既对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贸

易发展水平的标杆指标。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1］。2019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 ，提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的要求［2］。服务

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服务贸易规模的逐步扩

大，也离不开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显著提高，同时，更

需关注服务贸易模式的创新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的提升。我国在持续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改革的新形势下，系统构建一套科

学完整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用于

阶段性、总结性的成果检验，是新时期全面推动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一、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 一) 从国内和国际市场视角准确把握影响服

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协同的背景下，服务

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海内外两个市场。从国际市场背

景来看，世界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经济向服务经济转

型中，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开放和竞争的主要战

场。一方面，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一

国融入全球服务大市场的程度; 另一方面，服务贸易

竞争力决定着一国服务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发

展水平。从国内市场背景来看，一方面，服务贸易发

展规模、结构、创新等数据指标直接反映国民经济发

展的质量和水平，与货物贸易一同是建设贸易强国

的重点; 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促使服

务贸易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提升经济层次、优化产

业结构、培育新动能新优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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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多维度精准理解国家对服务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2018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按

照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首次对“高质量发展”进行

了全面部署，强调在外贸领域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

高质量发展［3］。紧随其后，2018 年 4 月 3—4 日，商

务部在北京召开了 2018 年度全国服务贸易和商贸

服务业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围绕服务贸易高质量发

展目标，谋划服务贸易发展新思路，建立高质量服务

贸易发展 指 标 体 系 ( 创 新 性、开 放 性 和 协 调 性 指

标) ［4］。2018 年 5 月 23 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优先发展服务贸易，是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5］。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指导

意见》中要求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将有助于加速改变贸易

增长方式，推动从注重规模的贸易大国，逐渐转变为注

重质量的贸易强国; 同时，生产性服务贸易也有助于推

动传统行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和专业领域延伸。因此，

服务贸易具有广泛影响力，是高端现代服务产业的代

表，对我国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服务贸易发展评价指标的国际

比较分析

我国要构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服务贸易评价指

标体系，需要从多维度、深层次开展国际对标，并使

国际对标成为推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科学

有效评价机制。本文认为，服务贸易展开国际对标，

需要参照类似的国际权威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详

见表 1) ，从而为中国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确立

目标和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国际经验来

看，国际社会针对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主

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表 1 国际组织针对服务贸易的评价指数 /指标

国际组织 评价 核心指标 资料 /数据库

国际贸易组织( WTO) 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服务业占 GDP 比重

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

历年发布《世界贸易统计报告》
(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Ｒeview)

服务贸易开放度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及特惠贸易

协定( PTA) 承诺开放度指数
国际贸易组织( WTO) 数据库

世界银行( WB) 服务贸易结构

赫芬达尔指数 (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泰尔指数( Theil Entropy Index)

《服务 贸 易 评 价 报 告》( Valuing
services in trade)

服务贸易政策开放度 服务贸易限制度指数( STＲI) 世界银行( WB) 数据库

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 OECD ) 与 国 际 贸

易组织( WTO) 联合

服务贸易附加值 附加值贸易指标( TIVA indicators)
非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 OECD) /国际贸易组织 ( WTO)

附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库

数据来源: 作者整理

( 一) 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的评价指标

世界贸易组织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

简称 WTO ) 历 年 发 布 的《世 界 贸 易 统 计 报 告》
( World Trade Statistical Ｒeview) ，为全球 196 个经济

体提供了商品贸易和商业服务贸易的一系列关键指

标，突出了每个经济体及其核心贸易伙伴的主要出

口和进口。2010 年，WTO 关于服务贸易的统一，特

别发布《服务贸易的测量》( Measuring Trade in serv-
ices) 研究报告［6］。该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评价服

务贸易发展情况的指标: 一是服务业占 GDP 比重

( services contribution to GDP) ; 二是服务出口占总出

口比重( service export share of total exports) ; 三是服

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 ( Share of services employ-
ment in total employment) 。

同样，世界银行( World Bank，以下简称 WB) 在

2014 年发布了《服务贸易评估报告》( Valuing serv-
ices in trade) ［7］。该报告除了用到了一些规模、结

构等指标外，还用到了两个指数: 一是赫芬达尔指数

(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用以反映服务贸易市

场集中度; 二是泰尔指数 ( Theil Entropy Index)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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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映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
( 二) 各经济体服务贸易开放度或者限制程度

的评价指标

国际组织针对服务贸易国际发展构建的评价，从

方法来看，较为集中在对各个经济体进行服务贸易开

放度和限制程度的测度与评价。国际社会测量一国服

务业开放度/限制程度的最常用的评价方法有三种。
1. WTO 数据库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简称 GATS) 和

特惠贸易协定(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以下

简称 PTA) 承诺的开放指数

该指数体现了一国在多边贸易谈判承诺的开放

程度。该数据库利用马丁( Martin，2011) 基于 Hoek-
man( 1996 ) 频度分析法提出的数据计算方法，以指

数化的方式测量了各个国家在服务贸易协议中的服

务贸易开放承诺; 其中以 100 代表完全开放，以 0 代

表完全不开放。数据库涵盖了 53 个成员，包括了模

式一( 跨境提供) ，其中有 142 个分部门; 以及模式

三( 商业存在) ，其中有 152 个分部门［8］。
2. WB 建 立 的 服 务 贸 易 限 制 度 指 数 ( Services

Trade Ｒestrictiveness Index，以下简称 STＲI)
该指数由 WB 基于私人部门评价而得，体现了

一国实施的服务贸易政策所反映出的开放程度，即

可视为“政策开放度”。WB 提供的数据库是基于成

员国在 2008、2009 和 2010 年中，服务贸易实务中执

行的对于非本国服务提供者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对

服务业有长远影响的非歧视性政策，并以此来测量

各成 员 国 服 务 业 整 体 开 放 度。该 指 数 的 最 小 值

为 0，代表开放度最高，限制度最低; 最大值为 100，

代表开放度最低，限制度最高。WB 关于非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OECD) ) 成员的数据

源于对企业和政府进行的问卷调查，关于 OECD 成

员的数据源于公开资料。WB 数据库的信息已经经

过多数 OECD 成员和非 OECD 成员的常驻 WTO 官

员的进一步核实，中国也进行了确认［9］。数据库包

括了 103 个 WTO 成员，涵盖模式一( 跨境提供) 、模
式三( 商业存在) 和模式四( 自然人流动) 。世界银

行的数据中对于服务贸易限制度的测量方法，是基

于最惠国待遇原则(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以下简称 MFN) ，但未包含主要经济体给予 PTA 成

员的特惠待遇的情况。
与 WB 的 STＲI 相类似的是 OECD 的服务贸易限

制指数。该指数源于影响各个国家服务贸易监管部

门法律法规的监管数据库，数据库以在线的方式提供

查阅，用 0 和 1 之间数字，量化分析了五个标准类别

的限制措施。如果把完全开放贸易与投资记为 0，则

完全不对非本国服务提供商者开放则记为 1。
3. 直接计算服务进口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

依存度

该指标多被欧美国家政府机构用于评价与分析

本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反映了一国事实上服务进

口、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开放程度。其中，服务进口依

存度用于测算模式一( 跨境提供) 的开放度，即服务

进口与服务业 GDP 之比，数据一般采用联合国贸易

与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UNCTAD) 数据库。其依存

度的高低，与开放程度的高低直接关联。外商直接投

资依存度用于测算模式三( 商业存在) 的开放度，即服

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服务业 GDP 之比，数据一

般采用 WTO 服务业数据库。其依存度的高低，与开

放程度的高低直接关联。这一方法与 WTO 承诺开放

度指数与世界银行反映政策开放指数的服务贸易限

制度指数不同，得出的开放度更为直观和实际。
( 三) 服务贸易附加值的评价指标

2013 年，OECD 和 WTO 联合推出《OECD /WTO
附加值贸易统计( 数据库) 》，以及《附加值贸易测算

法》［10］。该算法将传统海关统计的出口总额中扣除

中间商品的进口价值，以“附加值出口”作为出口产

品和服务的原产国的附加值来计算; 同时，使中间商

品多次跨境的价值不再被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呈现

一国的出口价值。
2017 年，由 WTO、WB、OECD、日本亚洲经济研

究所 (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apan Exter-
nal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IDE-JETＲO) 、中国

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等，联合发布了全

球经济综合分析报告: 《2017 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

告———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测度与分

析》 (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Ｒeport
2017———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11］。该报告分析了全球

贸易价值链的组成结构，研究各个国家和经济体之

间的联系关系、分工模式和长期增长方式，并着重分

析了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问题。
( 四) 服务贸易数据统计重点关注的新指标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官方发布的数据

仍然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标准进行，但在指标

体系内部，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作为具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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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服务贸易大国，其统计制度相比较其他国家

更为完善。从美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报告来看，我们

能够基本判定美国评价服务贸易发展情况时所用指

标的显著特点。2017 年 6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 下

简称 USITC) 发布《美国服务贸易最新趋势报告》
( Ｒecent Trends in U． S． Services Trade) ［12］。该报告

重点分析了美国分领域各个服务业的进口和出口状

况，尤其研究了建筑工程、法律、管理咨询、会计和审

计等领域的情况。此外，2018 年，美国国会研究服

务机构 发 布《美 国 服 务 贸 易: 趋 势 与 政 策》报 告

( U． S． Trade in Services: Trends and Policy Is-
sues) ［13］。该报告除了分析美国的一些基础服务贸

易指标外，还特别关注了几类指标，可供我们借鉴

参考。
1. 关注商业存在模式的跨境服务贸易额。即

美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外资公司附

属机构服务贸易进口额。美国商务部 ( U． S． De-
partment of Commerce) 在服务贸易数据统计中，将服

务贸易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统计: 跨境服务贸易与附

属机构的服务贸易。

① 2007 年 1 月，我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 商服贸发［2007］464 号) ，详见 http: ∥tra-
deinseruices． mofcom． gov． cn /b /2008-01-01 /50380． shtml．

②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 商服贸发［2016］967 号) ，详见 http: ∥www． mofcom． gov． cn /artic /elb /gl2017020517389．
shtml．

③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是由联合国、欧共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六大国际组织，于 2002 年共同编制而成。

2. 关注各专业服务贸易领域( 运输、旅游、咨询

等) 内部的细分统计。例如，运输服务贸易的统计

细分为旅客票价、海运以及其他。旅游服务贸易按

照目的细分为教育、商务、其他。
3. 强调数字贸易。自 2016 年 10 月，美国经济

分析局(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开始采

用信息和通信技术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以下简称 ICT) 服务贸易，及其 ICT 支

持的服务( ICT-enabled services) 数据，用以分析数字

贸易和服务的增长情况，以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

响［14］。ICT 服务包括电信和计算机服务以及使用

计算机软件的相关费用; 此外，ICT 支持的服务是通

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远程交付产出的服务，例如

网上银行或教育。因此，ICT 服务贸易额及其在服

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以及 ICT 支持的服务贸易额

及其占比均是重点关注指标。

三、我国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和评价

指标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建立经历了从地方

到中央、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最初是一些经济较发

达的沿海省市开启了区域服务贸易统计的引领性探

索。直到 2008 年，我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① ( 简称《制度》) ，并在

2009—2010 年开展了 2 次修订工作，确立了按照四

种服务供应模式进行统计的指标基础。2016 年 12
月，我国商务部和统计局共同建立了《国际服务贸

易统计监测制度》②，统计内容包括了服务贸易进出

口的情况、外国机构服务贸易开展情况、自然人移动

的情况、服务贸易业务情况、人力资源情况，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情况等。可见，我国目前的服务贸

易统计体系采用了两条主线，即国际收支统计( Bal-
ance of Payments，以下简称 BOP) 和外国附属机构统

计( Foreign Affiliates Statistics，以下简称 FATS) 。
但是，由于我国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建立起步

较晚，官方机构仍然以基础性的统计指标为核心，而

对于服务贸易发展进行质量、效益、竞争力、开放度、
创新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仍少有涉及。本文认为，我

国在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短

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综合性评价服务贸易高质

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难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 一) 对分领域的细分方法较为粗糙

在服务贸易 BOP 统计中，我国虽然严格按照《国

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③12 大类行进产业区分统计，但

是分类方法仍显得粗糙，尤其在细分项目上，没有进行

深入细化区分。相比较，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

分领域的项下又进行细致划分，以此能够更为客观、准
确地反映出服务贸易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

( 二) 对服务贸易变化新趋势的统计方法调整

不够及时

当前，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信息技术

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趋势是数

字贸易的崛起。对此，中国服务统计制度缺乏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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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概念的重视。例如，美国提出了数字贸易的新

概念，并在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调整更新了 ICT 统

计。美国这种以新思想引领新路径、新判断把控新

趋势的统计方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 三) 对贸易增加值指标的统计缺乏重视

当前，虽然国际学术理论界高度关注贸易增加

值测算，但是各国在实际统计操作中仍然没有得到

高度重视。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测算方法本

身的讨论仍存在多数不同意见。然而，不容置疑的

是，增加值服务贸易的测算对判断中国在国际贸易

中的 影 响 力、地 位 和 竞 争 力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15］。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阴云密布的情况下，我

们更应该重视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统计方法，即

在统计体系中，加入核算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增加值

的基础数据指标，从而客观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发

展情况。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以传统统计指标为唯一

依据，那么以此计算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数据而得出

巨大差异，将会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变得更加复

杂化。中国应该从统计指标体系上着手，以全球价

值链统计方法为依据，从包括服务增加值和跨国公

司海外销售在内的总服务贸易规模观察总体贸易的

发展情况，将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

四、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 一) 构建原则

构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该体系由服务贸易各个重点指标

构成，并形成了既有联系，又相互依存的统计指标体

系; 该评价体系需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既

要立足于服务贸易发展的规模和结构特点，又要着

眼于未来发展趋势，能够反映出我们整个国家或地

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是否符合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只

有这样，该评价指标体系的衡量结果才能更为客观，

并发挥引领作用。
1. 兼顾开放与安全

开放是指全面开放的格局，在市场准入、营商环

境等方面对标国际，用于衡量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自由化程度，旨在反映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的自

由化制度环境; 同时，开放可以推动服务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提高服务贸易的综合实力。但是，随着我国

服务贸易产业开放力度的不断提升，产业安全受威

胁与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日益凸显; 技术安全、产
业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成为我国服务贸易扩大开放

进程中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我国构建服

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要体现出对外开

放与经济安全的辩证统一，反映出高质量的抗风险

的能力和开放的安全观。
2. 优化协调贸易结构

协调是用于衡量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结构平衡

度，一方面，需要反映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二者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升级; 另一方

面，需要反映服务贸易内部在地区结构、进出口结构、
分行业结构等方面形成协调、均衡、科学发展格局［16］。

3. 创新驱动服务升级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旨在反映服

务贸易在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创

新驱动发展。国务院在《关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的批复》中同意在 17 个省市( 区域) 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推动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

速发展。因此，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

体系中需要在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科技服务、专利使

用、特许经营等方面入手考察服务贸易的创新能力［17］。
4. 提升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旨在反映我国服务贸易的

发达程度和国际比较优势。这离不开一国服务贸易

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服务贸易竞争力对一个国家

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国服务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国际竞争力不足，却没有享受

到服务贸易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因此，我国在构

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通过对服务

贸易各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测算，评估出缺乏竞争力的

服务部门，以及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情况。在

跟踪历年数据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

是否从传统服务贸易领域转向新兴领域; 金融服务、计
算机与信息服务竞争力水平显著得到增强; 同时，知识

产权使用费和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逆差在逐步缩小。
5.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是指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社会、经济进步，能

够与环境资源保护相互协调与促进，反映出服务贸易

在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附加价值高

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情况。这既能改善我国的贸易条

件，又能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18］。
可见，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所关注的核心原则集中在开放与安全、协调、创
新、竞争、可持续五个方面。一方面，这五个原则既

体现了国际普适性，具有超前的引领性及高标准的

国际可比性; 另一方面，又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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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能够体现出服务贸易的发

展，是开放与安全、公平与协调的发展( 详见图 1 ) 。
因此，这是改革创新的发展，是开放共赢的发展，是

可持续共享的发展、是更具有竞争力的发展。

图 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二) 构建方法

本文针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了系统设计，主要采用了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

erarchy Process，以下简称 AHP 法) 建立整体构架，

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将与决策相关的因

素分解成发展目标、发展准则、发展方案等维度，加

以定性分析和定量测量，构成决策分析方法。在该

体系中，我们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五

个方面: 开放与安全、结构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驱

动、国际竞争力，作为一级指标; 在二级指标里，加入

各项指标作为评价五个一级指标准则; 三级指标，即

是二级指标执行方案和计算方法。
( 三)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国际组织以及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发展

统计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和借鉴，在当前我国服务

贸易统计指标的基础上，按照科学的构建方法全面构

建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 2)。

表 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 服务贸易出口额 /GDP
服务业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开放度 服务业附属机构服务贸易额 /服务贸易总额

开放与安全
离案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占比 离案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外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销售额占比 外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销售额 /附属机构服务贸易额
劳务出口依存度 劳务出口总额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服务贸易摩擦率 服务贸易诉讼案件数 /我国贸易诉讼案件总数
服务贸易进出口平衡度 服务贸易进口额 /服务贸易出口额
传统服务贸易①结构比 三大传统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总额
新兴服务贸易②结构比 新兴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总额

结构协调 服务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率 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服务贸易地区结构比 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前五大省总额 /服务贸易总额

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Δ服务贸易额 /ΔGDP( 其中 Δ服务贸易额、ΔGDP 分别表示年度
服务贸易、GDP 的增量)

服务贸易市场集中度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服务贸易弹性系数 ( ΔGDP /GDP) / ( Δ服务贸易额 /服务贸易总额)

可持续发展

服务贸易就业拉动指数 服务进出口新增就业人数 /GDP 增长率
服务贸易附加值贡献率 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GDP

服务贸易资源消耗率
( 运输贸易出口额 + 旅游贸易出口额) / ( 运输贸易进口额 + 旅
游贸易进口额)

服务贸易技术效益率 高新技术服务进出口总额 /服务贸易总额
服务贸易技术出口贡献率 技术服务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重
服务业发明专利拥有率 第三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数 /三大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数

创新驱动 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率 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增长率
服务业 Ｒ＆D 投入率 第三产业 Ｒ＆D 经费投入 /第三产业总产值
数字贸易③增长率 Δ数字贸易 /上一年数字贸易总额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贸易额占比 创新试点城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全国服务贸易总额
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指数) TC 指数 = ( 出口 － 进口) / ( 出口 + 进口)

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CA 指数)
ＲCAij = ( Xi /Xt) ÷ ( XiW/XtW) 其中，Xi 表示本国服务贸易出
口值，Xt 表示本国贸易的总出口值; XiW 表示世界服务贸易出
口值，XtW 表示世界总出口值

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 服务贸易总额 /世界服务贸易总额

注:①传统服务贸易包括运输、旅行、建筑服务贸易;②新兴服务贸易主要指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
专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服务、知识产权、个人文化娱乐、维护和维修服务等;③数字贸易可借鉴美国统计数据，指的是信息与

通信技术服务贸易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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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综

合性评价体系，从质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发展是高

水平、高标准、富有竞争力的，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

发展变化中。从量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总

规模持续扩大与结构不断优化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因此，我

国要兼顾“质”与“量”的同步协调发展，做好服务贸

易发展过程中在开放与安全、结构协调、可持续发

展、创新驱动、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评估，这对更快

更好地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总结性和导向性意义。

五、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围绕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以

“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为发展目标，积极

探索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从关键指标

看，兼顾开放与安全、促进结构协调、推动可持续发

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实现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主要途径。
( 一) 坚持扩开放和强监管相统一，促进服务贸

易业态规范发展

促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是我国改

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参与高

水平国际竞争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

抓住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

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中的地位，探索形成以服务

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高地。
1. 应以负面清单为抓手，推动服务业开放新突破

我们应以负面清单为抓手，推动中国服务业开

放取得新突破。一方面，在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升

级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助力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再次

“瘦身”，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范围，特别是利用

好海南自贸试验区破题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历史使

命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最简化版; 另一方面，在上海、天津、重庆、海南

等 17 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通过放宽文

化、旅游、出版、医疗、拍卖、展览等服务业外资市场

准入限制，以点带面，加快推动服务业形成全面、深
入、多元化的开放新格局。同时，我国应积极探索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跨越式升级———从外商投资到跨

境服务贸易。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负面清单的管理制

度将全面覆盖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

人移动等四种服务贸易模式，同时，也是对服务贸易

市场扩大开放以及跨境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重大制

度创新［19］。
2. 建立监管制度，确保扩大开放与规范安全的

融合统一

如果说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奉行“宽进”的

理念，那么随着开放措施的稳步推进与落实，则更要

秉承“严管”的理念，守住安全底线，建立与负面清

单管理体系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确保

扩大开放与规范安全实现融合统一［20］。在监管法

律法规方面，我们要做好与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的无缝衔接，有效规范跨境服务经营活动的

“灰色地带”，避免出现监管真空; 针对实践中新出

现的监管问题，可以以制度规章、下发行政指令或者

“答复”等方式，对监管部门、监管内容、监管措施等

内容做出详细规定，提升监管效能。在监管手段上，

我们要加强服务贸易全链条信用监管体系建设，从

事前的诚信核实、事中的多层次分级评估，到事后的

奖励和惩罚制度; 要针对各阶段出台配套管理制度

与措施，加强对企业设立和变更的商业备案并对备

案的经营企业进行定期抽检、对失信和经营异常的

企业进行公示、对守信的企业进行表扬和激励，反

之，则对失信企业进行处罚; 同时，完善商务、税务、
海关、外汇等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多部门联

合协同执法的服务贸易监管制度等。在此基础上，

我国应形成政府全面监管为核心，企业自主自律为

抓手，业界协同自治为目标，社会多维监督为手段于

一体的合力监管制度，确保服务市场规范有序、风险

可控。
( 二)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比重、降低市场集

中度，促进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近些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但在结

构上仍存在连续多年逆差且逐年扩大、传统产业占

比偏高、发展层次较低、市场集中度较高等问题。因

而，我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结构改善，对优化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1. 在服务贸易产业结构方面

我国选择生产型服务业中的重点服务领域培育

出口优势。按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生产性服务业

统计分类( 2019) 》［16］中的定义，生产性服务业的范

围涉及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

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

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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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

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目

前，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是我国服务出口增速较快

的两个重点领域。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

计算，2019 年，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同比增速分别

达到了 15%和 21%。我国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

发展趋势下，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制造企业发展利

用信息技术，积极开展柔性定制服务、系统综合解决

方案、互联网金融支持服务等，促进制造业与服务深

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贸易的

发展进程［22］; 另一方面，在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领

域，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出口退税力度，降低增值税率

等优惠政策，积极推动服务出口朝着高附加值领域

迈进。
2. 在服务贸易市场结构方面

由于美国在教育、技术创新以及金融服务等

方面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我们很难在短期内降

低对美国服务市场的依赖程度。但是，我们要有

目的性地构筑多元化市场格局，如积极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订服务贸易合作协议，建立

稳固的服务贸易诸边以及双边合作机制。在合作

领域上，我国应依托互联互通机制的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铁路、通信、装备制造等行业的技术服务

出口;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鼓励服务

贸易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加快市场拓展的

步伐，并积极寻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服务外包商机［23］; 依托中国深厚的中医药传统和

文化底蕴，加强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并以

“一带一路”亚洲市场为核心，进而进一步开拓欧

洲市场，梯次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出口。在合

作形式上，我国应依托国际服务贸易文化交易平

台建设，以推动数字出版、动漫创意、文化演绎等

文化服务贸易的出口。
( 三) 打造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系统，促进服务

贸易长期持续发展

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

境。因此，我国要着力打造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生

态系统，从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的通关制度、强化服

务贸易市场环境的法制保障、营造国际高端人才聚

集的宜居宜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营造可预

期、透明稳定的服务贸易环境，促进服务贸易可持续

发展。
1. 在服务贸易便利化的通关监管制度方面

我国要 继 续 深 化 通 关 一 体 化 监 管 制 度 的 改

革，积极运用“互联网 +”理念和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技术，创新海关查验作业的手段和方

式、物流联通新模式、深化单一窗口服务等措施，

为与会展、拍卖、维修、设计研发等服务贸易相关

的国际展品、样品样本、试剂等货物进出口提供通

关便利，缩短服务贸易企业的办事流程，提高通关

效率［24］。
2. 在法律规范方面

我国应继续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和部

门规章。一方面，各部门要深入贯彻“简政放权”改

革要求，通过推进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

制度的“立、改、废、释”，通过列清单的方式确保服

务贸易管理相关部门执法权责明确，逐步实现行政

审批、许可以及执法的依据、程序、流程和结果的一

律公开，优化政府管理职能，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信

力，努力实现“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

治”; 另一方面，参照国际通行的高标准服务贸易规

则，制定并完善服务贸易政策体系，加强内资与外

资法律法规的协同，营造高效便利、依法依规的营

商环境。当务之急，我国应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和诉讼制度，尤其要认真研究自贸区以

及中美贸易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自贸区贴牌加

工贸易中的商标侵权问题、临时过境环节的知识

产权侵权问题、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知识产

权赔偿标准以及刑事保护门槛中美差距过大等问

题，充分有效地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提出政

策建议。
3. 在服务贸易人才方面

我国要以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为核心，加快服

务贸易人才集聚发展。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通过

建立政府部门、服务贸易企业、高效科研院所等联合

培养机制，从导向性的应试教育向结构性的专业实

践教育转变，强化培育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的外向型复合人才;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海外高

端人才认定机制、奖励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来

华创新创业促进机制等，加快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
同时，通过完善海外人才便利往来和签证居留政策、
加快国际间执业资格的互认等，多渠道、多方式吸引

海外高端复合型人才。
( 四) 积极拓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制度，促进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强化服务贸易创新的动能，我国要抓住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这一关键因素，持续拓展并深化试

点工作，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同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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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拓展深化服务贸易试点工作

我国在横向上积极拓展服务贸易试点范围。目

前，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仅限 17 个，可以在

数量和覆盖面上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尤其应该在东

部沿海以及西部“一带一路”节点地区积极推广试

点经验。这是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服务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我国应重视在纵向上积极培育试点地区的服务

新业态、新模式，在现有产业制度功能的基础上，进

行重点领域的服务贸易能力的拓展。一是依托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区域，引导企业开展保税

物流、临港中转、仓储、生物医药、电子产品和航空检

测维修等服务，拓展服务出口功能。二是发展新型

数字贸易，推动传统的跨境电商平台走出去，深度融

合到国外社交媒体中，提高其跨境贸易的精准性和

智能性; 多元化拓展云服务模式和应用，在负面清单

管理范围内，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吸引符合中国产

业政策的外资企业经营高质量的云服务业务; 依托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服务贸易新业态，积极推进数字

医疗、数字旅游、数字金融、数字教育等数字服务贸

易的发展［25］。
2. 探索中国特色监管制度

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也对我国现

有监管制度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在数

字贸易电子合同、保护数字版权、数字贸易金融服

务、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要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

及标准对标并接轨; 另一方面，需要在数据跨境流

动、数据安全、数字贸易服务税的征收、网络信息

内容监管等方面，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

度和措施作为支撑和保障，以适应服务贸易的创

新发展。
( 五) 以供给侧改革提高服务品质，提升服务贸

易国际竞争力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工程，单纯靠一时的政策红利刺激是不够的。我

们必须从供给侧改革着手，提高我国服务贸易中

高端供给能力，激发服务贸易发展的长期潜力; 同

时，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出发，理性看待服

务贸易逆差增长迅速的发展趋势，我们要重视国

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特别是从提高服

务品质、满足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在未

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出国旅游和留

学、境外 医 疗、金 融 和 保 险 等 生 活 性 服 务 贸 易 领

域，还是在研发服务、高端设计和知识产权等生产

性服务贸易领域，将经历进口大规模增长的态势。
对此，我们应避免过于追求短期扩大服务贸易出

口的成 效，而 应 拓 实 服 务 业 产 业 基 础 能 力，打 造

“中国服务”的国际品牌，从而增强我国在服务贸

易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1. 提升我国服务业高质量水平发展

我国应从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出发，

引导外商投资流向金融和保险服务、医疗服务、教

育服务、文化娱乐和体育服务等服务部门。这既

可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自身价值链，也能积极发

挥知识产权的溢出效应，提升服务业整体向高质

量水平发展。
2. 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创新能力

我国应从发展新经济、新动能的新发展理念出

发，注重采用新技术、新模式提升国内服务的创新能

力，通过研发设计、定制化服务、国际市场营销渠道

建设等措施的运用，实现低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向

高附加值服务出口转变，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

竞争力。
3. 推动我国品牌走出去

从打造“中国服务”国际化品牌的切实要求出

发，我国要利用好当前“疫情下”国际服务贸易发

展的窗口期，加快重构因疫情中断的海外服务贸

易产业链，依托国内已经提前完全控制疫情、提前

复工复产的优势，关注海外因疫情中断的产业链，

及时填补因疫情带来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在航运物

流方面的空缺、美国和日本在医疗服务的空缺、美

国在影视和游戏制作方面的空缺、印度在呼叫中

心和数据机房服务的空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走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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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ervice Trad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TANG Jing，XIA Jiechang
(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028，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China' s continuously deepening reform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s
opening-up and services trad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ervices tr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basic work to promote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trade，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its developm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s services trade 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and then explores and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ervices trade from five aspects，such as balancing openness and security，

optimizing and coordinating trade structure，innovation-driven service upgrade，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the important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it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from five aspects，which are to insist on opening up and strong
supervis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trade，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exports of
productive services，reduce market concentration，and promote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s trade，to build an ecosystem of services trad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its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o expand actively the new mode and systems of services trade and promote it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in the supply side reform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hina' s services tr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indicator system;

trad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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