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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战以来 ,美国服务业迅猛发展 ,已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头号强国。观察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国际收支多次变化 ,发现其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同期国际收支变化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对美国国际收支的演

变过程进行描述 ,对服务贸易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提出其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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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国际收支其服务贸易的地位变化

二战后 ,美国经济处于良好发展态势 ,国际收支状

况趋于平稳。但从 70年代初期开始 ,美国国际收支平

衡表中“国际收支‘全面’差额”( total)项目开始出现逆

差 ,这种现象贯穿了美国 1970年代初至 1980年代末的

整个时期并一直持续至今。

表 1　197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全面”差额 ( total)变化状况 单位 : 10万美元

year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total - 5. 25 - 8. 76 - 4. 42 - 10. 49 - 35. 06 - 33. 29 10. 79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国际金融统计月报》当期数据整理

表 2　198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全面”差额 ( total)变化状况 单位 : 10万美元

year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total - 8. 41 - 2. 09 0. 91 - 5. 7 - 2. 01 10. 29 - 28. 35 - 50. 3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国际金融统计月报》当期数据整理

　　特别是进入 1980年代以后 ,美国“国际收支‘全

面’差额”逆差的主要来源基本体现为“基础性”收支差

额中的“经常项目 ”收支的持续逆差 ,而美国始于 1970

年代初的贸易逆差又是其“经常项目 ”收支逆差的主要

成因。

表 3反映出“国际收支‘全面 ’差额 ”项目由 1970

年代的不稳定变化发展到 1980年代的稳定逆差状态。

可以看出这主要是受到了“经常项目 ”在这段时间内的

变化的影响。进入 1980年代的美国贸易逆差呈现不

断扩大的趋势 ,造成了经常项目的逆差 ,进而导致“基

础性”收支差额为负。即使在此阶段“其他短期资本 ”

项目已经变为顺差 ,但仍无法弥补“基础性 ”收支差额

的巨额逆差 ,最后形成了“国际收支‘全面 ’逆差 ”的局

面。

表 3　美国国际收支“全面”差额细目分析 单位 : 10万美元

year RPB GTB GSB BB SRC UDT

1973 6. 81 0. 95 10. 27 - 3. 33 - 2. 77 - 4. 16

1974 2. 26 - 5. 34 14. 87 - 3. 85 - 1. 75 - 7. 4

1975 17. 73 9. 06 14. 14 1. 35 - 9. 0 - 4. 87

1976 4. 39 - 9. 28 19. 14 - 6. 32 - 10. 08 - 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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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year RPB GTB GSB BB SRC UDT

1977 - 13. 94 - 30. 88 21. 87 - 27. 23 - 6. 57 - 5. 06

1978 - 14. 29 - 33. 78 25. 73 - 29. 55 - 17. 61 - 5. 51

1979 - 0. 52 - 29. 45 35. 35 - 21. 33 4. 28 - 6. 07

1980 1. 84 - 25. 5 34. 92 - 6. 64 - 27. 43 - 7. 58

1981 6. 37 - 27. 97 41. 78 5. 81 - 27. 33 - 7. 44

1982 - 8. 03 - 36. 5 37. 34 - 13. 1 - 17. 77 - 8. 87

1983 - 46. 08 - 67. 25 30. 65 - 52. 58 31. 7 - 9. 47

1984 - 107. 44 - 114. 16 18. 76 - 75. 46 45. 05 - 12. 04

1985 - 117. 66 - 124. 29 21. 95 - 47. 03 20. 21 - 15. 32

1986 - 133. 23 - 145. 05 27. 61 - 58. 98 13. 92 - 15. 8

1987 - 143. 7 - 159. 49 29. 97 - 110. 78 51. 99 - 14. 18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国际金融统计月报 》当期数据整理 注 : RPB:经常项目收支差额 ;

GTB:商品贸易差额 ; GSB:其他商品、劳务和收入差额 ; BB:“基础性 ”收支差额 ; SRC:其他短期资本 ; UDT:单方向转

移项目

　　在美国商品贸易逆差逐步扩大的同时 ,我们也应

该特别注意 ,表 3中包含服务贸易内容的“其他商品、

劳务、和收入差额 ”项目却是呈顺差扩大的状态 ,而且

这种现象从 197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而且一直持续至

1980年代末。

由于分类方法不同 ,在此无法对 1990年代初至今

的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作如上相同类目的分析 ,但若

只考察其中服务贸易与商品货物贸易的总量变化 (见

表 4) ,笔者仍可以得出与 1970年代初至 1980年代末

这段时期相同的变化趋势 ,即国际收支总体逆差逐步

扩大 ,其中商品货物贸易逆差占较大比重 ,服务贸易顺

差逐年上升且增长率较高。

表 4　199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变化状况

单位 : 10万美元

year 1990 1995 1997 1999 2000

经常项目 - 76. 9 - 109. 5 - 140. 5 - 331. 5 - 435. 4

货物贸易

差额
- 108. 2 - 171. 9 - 194. 7 - 343. 9 - 447. 1

服务贸易

差额
29. 4 76 88. 8 78. 3 78. 6

　　资料来源 :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数据库

二、美国国际收支演变中的服务贸易作用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美国的国际收支平

衡表中货物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并存 ,而且这种现

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么究竟服务贸易顺差及其较高

的增长率在整个美国国际收支变化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呢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弥补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商品贸易 ”和

“单方转移 ”项目的双逆差

20世纪 70年代开始 ,美国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 ,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其它商品、劳务和收入 (服

务 )的出口。表 3显示 ,美国国际收支中的“其它商品、劳

务和收入的输入输出 ”(服务贸易 )项目一直保持顺差 ,而

且顺差额从 70年代开始一直呈扩大的趋势 ,并在 1979年

创当时历史最高点。进入 1980年代后 ,该项目顺差额虽

然有所回落 ,但是其数量仍较为可观。与此同时 ,“商品

贸易 ”项目与“单方转移 ”项目却与“其它商品、劳务和收

入 ”项目恰恰相反 ,在整个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 ,二者几

乎都呈现不同程度的逆差 ,而且其逆差额呈逐年递增的

趋势。

(二 )影响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差额交叉平衡结构中 ,货物、服务贸易的

顺差与“资本项目 ”的逆差是相对应的 ,也就是说当一国

的货物、服务输出大于输入时 ,可弥补该国“资本项目 ”的

逆差。从表 3可以看到 , 1970年代美国服务贸易项目的

逆差基本抵消了“商品贸易 ”和“单方转移 ”项目的双逆

差 ,从而使“经常项目 ”保持顺差的状态。这样使得政府

在平衡国际收支的过程中 ,不必过多考虑“资本项目 ”逆

差 ,从而更加倾向于鼓励对外投资 (直接投资账户的逆

差 )。特别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地促进了跨国公司

的迅速发展。1970年代世界跨国公司的总量中 ,美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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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 ,达到 2, 567家。跨国公司的国内母公司通过向国

外子公司出售半成品、零配件及工厂设备 ,从国外获得超

额利润及大量的特许证使用费和管理费 ,成为弥补美国

国际收支逆差的又一重要来源 ,而且其同时也为跨国公

司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提供了资金 ,使其能够在国际市场

竞争中保持垄断地位。

(三 )扩大服务商品出口 ,调节国际收支均衡

由于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关系 ,美国在扩大服务贸易顺差的同时 ,也促进了商品

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调

节国际收支均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

三、美国保持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及其启示

(一 )国内政策

1970年代 ,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已从商品领域转向

服务领域 ,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必

然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而此时 ,国际服务贸易保

护主义开始抬头。为应对这种不利局面 ,美国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外国开放服务市场来作为其服务出口

的动力和保障。

进入 1980年代 ,里根政府上台后推翻了奉行数十年

的凯恩斯主义 ,转而采用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 ,提

出“经济复兴计划 ”。同时还提出“再工业化 ”的战略目

标 ,优先发展先进技术、尖端科学、新型能源和空间开发

等领域。从 70年代开始 ,美国的所有有关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的法律法规都具有保护其本国服务市场 ,限制外国

竞争的双重功能。它们为美国政府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

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披上了“合法 ”的外衣。

1990年代 ,服务贸易保护的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多

样化。例如 , 1994年美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对外贸易法案

《乌拉圭回合协定法 》,该法案比以往涉及面更广 ,设置的

贸易壁垒更高。这些都表明了美国政府在扩大其服务出

口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特别是 1994年由总统递交的《国

家出口战略实施报告 》指出 ,美国政府将集中力量支持国

内服务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和缓解就

业压力 ,美国政府将优先考虑增强环保、信息、能源、交通

运输、卫生保健及金融等服务业的竞争力 ,以扩大这些领

域的出口。

(二 )对外政策

在对外政策方面 ,美国一方面迫于国内经济发展和

国际收支逆差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又想极力巩固其在

服务贸易领域的霸主地位 ,所以在不断地变换其多边主

义、双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策略 ,最终达到其发展本国服务

贸易的政策目的。

美国二战后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服务贸易起步不久的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 ,和美国 1970、1980年代服务贸易发展的市场环

境和经济条件相比 ,我国目前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在市场

基础、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和法律规范等方面都存在较大

的差距 ,所以改善目前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建立健全

市场基础 ,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

首要条件。

其次 ,美国在其服务贸易发展初期采取的与货物贸

易并行推进 ,甚至是优先发展的做法使得服务贸易在起

步阶段就获得了优越的发展条件。与美国相比 ,我国起

初对服务贸易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导致货物与服务占

外贸总额的比重出现严重的失衡局面。今后政府应该还

服务贸易应有的地位 ,更加重视其在整个外贸发展中的

调节作用 ,逐步降低加工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的比重 ,提

高服务出口在我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例。

再次 ,美国在 1980、1990年代提出的国内发展战略都

将发展高新科技作为主要内容之一 ,这又为其发展现代

服务贸易特别是专业服务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相比

之下 ,我国整体科技水平较低 ,发展相对滞后 ,在某些重

点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服务业与

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此方面 ,我国应适时调整国家科技

发展战略 ,加大对微观技术培育的扶持力度 ,全面加速科

技进步以适应当今现代服务对高新技术的较高要求。

最后 ,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 ,

极力推动服务贸易的多边以及双边自由化。自由化进程

带来的各国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以及服务贸易壁垒的削弱

为美国服务出口提供了便利。这不仅巩固了其在服务贸

易领域的比较优势 ,而且又开拓了国际服务市场。而我

国囿于自身服务贸易的较低竞争力 ,较少参与世界及地

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避免竞

争冲击的一个惨重代价是失去了从发挥比较优势中获取

贸易利益的机会。今后 ,我国应在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

服务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趋利避害 ,争取在新一轮的

贸易利益分配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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