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收稿日期 " #$$% & $’ & ($
!作者简介 " 李夏玲 ) (*+( & ,，女，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商务的研究。

服务贸易是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建立在

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基础上的新兴产业而迅速发展起来

的。它不仅在各国产业升级和支柱产业的战略替代方面发挥

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各国国际收支平衡中也发挥着重要的缓

冲作用。服务贸易已日益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也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中国加入

-./ 后，必然要受到 《服务贸易总协定》)即 01.2, 的约束，

01.2 将对中国的服务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我国的服务贸易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有了长足发展，

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等不断扩大，

特别是国际旅游业发展较快；今年来，除传统行业如商业、餐

饮业等有较大发展外，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等新兴行业也

有飞快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仍跟不

上经济发展的要求。从总体来讲，我国目前的服务贸易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3
(4 服务内在化问题严重。当前，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

和生产性服务的变革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内在化”向“外在

化”演进，或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演进。服务业这种内在

化向外在化的演进趋势是专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经济逐步

深化的必然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的独立化，扩

大了服务业的规模和容量，促进了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由于

生产性服务的外在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为提高生产效

率，纷纷转向依赖外在化的生产性服务市场。而我国服务业的

非专业化、非商品化扭曲了服务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生产

服务内在化问题严重，所有企业必须自我“装备”起来，自行解

决诸如财会、设计、修理、数据处理、广告、市场调研、运输和仓

储等服务。这种服务的产生本来就不经济，而且服务的生产设

施利用率低，因而不可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4 服务贸易项目种类少，规模小，附加值低。在服务贸易

上发达国家支配着以高科技为主要手段的服务行业，例如：

信息处理、技术咨询、卫星通讯等技术、信息密集型产业，其

中有些行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当高，而且这些行业的服务质量

所包含的附加值也高。而我国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运

输、旅游、劳务输出等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上，项目

种类少，规模小，附加值低。我国服务市场结构过于单一，必

然导致对某一市场的过渡依赖，一旦该地区发生经济波动，

就会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形成巨大冲击。

54 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服务

贸易立法步伐，先后颁布了 《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

法》、《广告法》、《民用航空法》、《注册会计师》、《律师法》、《外

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一批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

法规，对构筑真正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需要的

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管理的服务贸易起了重要作用。但

我国服务贸易的立法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已颁布

的一些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

对在华服务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较少或没有规定，有的规

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容规范文件，不仅立法

层次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规定与国

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4 服务贸易管理落后。目前，我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

理和协调主要由商务部负责，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国际多边

谈判、引进外资、对外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等6 这种管理在一

段时间里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管理起过积极作用。但对应

于 01.2 的要求，这种管理体制是存在许多缺陷的，如中央和

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的差别性，服务业各

有关职能部门责职不明确，商务部管理多头、交叉且力量分

《服务贸易总协定》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李夏玲

)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 厦门 57$$$$ ,

!摘 要 " 《服务贸易总协定》)即 01.2, 是相关缔约方共同建立的服务贸易多边框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运

行规则；作为 -./ 的成员国，01.2 将对我国服务贸易产生重大影响。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服务业的种类、规模、数量、构成及竞争力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发展服务贸易除了

要制定适度保护和积极引进政策，还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快服务立法，建立和完善

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关键词 " 01.2；服务贸易；思路

!中图分类号 " 8+(* !文献标识码 " 1 !文章编号 " ($$9 & 7$#% )#$$% ,(( & $$#9 & $#

!""# 年第 $$ 期

总第 !%$ 期

企 业 经 济

&’(&)*)+,& &-.’./0
’.1 $$，!""#
,23456 ’.1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23935892?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 "# !

散! 容易造成行业垄断等。此外，由于管理落后造成对服务业

统计不规范；对服务业的定义、统计范畴，以及划分标准与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及国际惯例不一致，这些都是阻碍我国国际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在 "#$% 框架内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思路

"#$% 自生效以来，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全球产业结

构调整、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积极

的作用。然而，对于服务业基础薄弱的我国来说，如果开放市场

的战略规划不合理，或对总协定运用不当的话，"#$% 将在推

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大我国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

所以! 我国必须在争取享受 "#$% 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同

时，大力发展自身的服务业。具体讲，我们可采取以下措施&
’( 制定服务贸易适度保护和引进相结合的政策。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毫无

保留的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面对国际高水平的服务业的冲

击，我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应充分利用

"#$% 的“市场准入”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原则，根

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业中的幼稚部门，特别是对具

有战略意义的幼稚服务部门要予以适度保护。保护方式主要

包括以下几类：) ’ *有选择、有逐步地开放我国服务市场。这样

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 + *对外开放的

服务市场附加一些限制条件，如对外国的商业存在类型作出

限制和要求，对其征收不同的税率，要求外商企业吸收当地服

务成分等。) , * 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

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

条件，以提高其发展和竞争能力从而达到保护目的。

当然，任何产业的过渡保护只会制约其发展，所以，要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国内外市场的公平竞争，避免培养

利益集团。对国内完全处于空白、急需发展的新型服务贸易

领域，没有必要采取保护让其经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

程。应视国内需求，积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及管理、资金，

迅速发展这类新型服务贸易。

+( 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服务

业在+’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它的振

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应

重点发展以下行业& ) ’ *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

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如商业、物资业、对

外贸易业、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仓储业、居民服

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 + *发展与科技进步相关的

新兴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特别是信

息产业，因为这是新型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

础，也是从根本上改造我国传统服务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 *
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

行业，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的行业。) - *发展对国

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是交通

运输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

,( 开发人力资源，重视教育投入，加强培训管理。在迅速

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中，特别需要信息量非常大的各种新兴

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虽然人力资源充足，但接受正规教育

的劳动力却是稀缺的，这无疑是影响经济长足发展的薄弱环

节。人力资源的开发取决于教育水平和技能的培训。为抓住

服务业国际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我国需要增加教育投入，

加强各种类型的技能培训。

-( 加快服务立法，完善服务业法规和管理体系。服务贸

易不是通过关税、非关税及其它边境措施来限制的，而是通

过国家的立法和规定等手段来管理的。因此，"#$% 的基本原

则之一是 “透明度”，要求各成员方立即公布所有由国家或地

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立法部门发布并生效的法律、条例、行政

规章和各种措施，以及所签署的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协

议，并每年将其对承诺产生影响的新的立法和对原立法的修

改及其它措施向全体缔约方通报一次。这就要求我国加紧建

立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又符合国际现行标准的法律、法

规。同时，还必须不断完善服务业的管理制度和体系，以便解

决服务业引进外资后带来的监督与管理的问题。

.( 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解决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服务

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

制，确定统一协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政策以及归口管理部

门。因此，首先，要明确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我国商务部作

为服务业政策的归口管理部门，其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规划

进出口发展战略，制定或参与制定贸易法律、法规，对外协调

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关系，并落实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

条款。其次，建立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

贸易涉及诸多部门，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有

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负责我国服务贸易发

展规划、立法、对外谈判和政策协调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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