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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性的经济服务化趋势走强，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我国服务贸易近年来发展速度迅速，发展势头强劲，同时也是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与交流的重要领域。

本文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测度发现，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依旧比较薄弱。虽然拥有着政策支持、

市场潜力等有利因素，但我国服务贸易仍旧存在对外贸易总额占比过低、逆差持续扩大、缺乏高端人才

要素、管理规范体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形势乐观，但仍亟需做出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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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trend of global economic servitiza-
tion is strengthen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service trade in world trade is increasing. China’s ser-
vice trad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a strong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ield of trade exchanges and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ternation-
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Although it has favorabl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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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policy support and market potential, China’s service trade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too 
low proportion of total foreign trad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deficit, lack of high-end talent ele-
ments, and imperfect trade management system. China’s service trade has considerable develop-
ment prospects, but it still urgently needs to be adjusted and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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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跃升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动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

世界贸易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具体到我国，自 2012 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年

均增速 6.1%，高于全球增速 3.1 个百分点，到 2021 年我国已经持续 8 年位于世界第二。尽管近两年受到

超预期的外部因素影响，但我国服务贸易仍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可见我国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

大[1]。 
但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服务贸易起步相对较晚，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表 1 所示，近十年来我

国贸易逆差始终存在，同时还存在着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低，内部结构不合理等等问题。 
本文将运用波特钻石模型对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做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RCA、MS、

TC 指数对其进行定量测度，以求对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做一个较为合理全面的评估。 
 
Table 1. China’s service trade in 2012~2021 import and export total, import value, export value and trade balance; Unit: 
US$ billion 
表 1. 我国服务贸易 2012~2021 年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及贸易差额；单位：亿美元 

统计年度 进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贸易差额 

2012 4570.1 2811.8 1758.3 −1053.5 

2013 5142.77 3305.28 1837.49 −1467.79 

2014 6304.87 4327.67 1977.2 −2350.47 

2015 6275.98 4342.4 1933.58 −2408.81 

2016 6240.91 4394.29 1846.62 −2547.67 

2017 6585.9 4695.64 1890.26 −2805.38 

2018 7318.91 5229.33 2089.58 −3139.75 

2019 7198.62 5014.23 2184.39 −2829.84 

2020 5855.55 3775.52 2080.03 −1695.49 

2021 7502.17 4338.23 3163.94 −1174.29 

2.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定性分析——基于波特钻石模型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钻石模型，该模型旨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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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整体优势从而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指出：一个产业在某一

个国家能产生竞争优势，主要有以下四组要素：生产因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企业的策略、

结构和同业竞争。除此之外，他认为还会受到“机会”与“政府”两大变数的影响。本节将针对上述诸

要素来分析，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做定性分析[2]。 

2.1.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国在某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

基础设施、资本资源等多个变量。本文主要分析与服务业相关的人力资源和城市化水平两个方面。 

2.1.1. 人力资本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同样也主要受人力资本要素约束，

尤其是高素质人才资源。近年来，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持续增加，从 2014 年的 30,920 万人增长到 2021
年的 35,868 万人(见图 1)，整体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本比较丰富。 
 

 
Figure 1.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from 2014 to 2021 
图 1. 2014~2021 年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人数 

 
同时，2021 年多数服务行业的工资水平和同比增速已经超过全行业平均水平。其中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平均工资达到 201,506 元，位居全行业榜首，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89 倍；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 151,776，居于第二位(见表 2)。可见服务行业整体工资水平较高，人力资本质量较好[3]。 
 
Table 2. The average annual wages of urban non-private employees by industry in 2021 
表 2. 2021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行业 2021 年平均工资(元) 2020 年平均工资(元) 增速(%) 

建筑 75,762 69,986 8.3 

批发和零售业 107,735 96,521 11.6 

交通运输 108,951 100,642 9.2 

住宿和餐饮业 53,631 48,833 9.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506 177,544 13.5 

金融业 150,843 133,390 13.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2,537 92,924 10.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1,776 139,851 8.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5,193 60,722 7.4 

全行业 106,837 97,379 9.7 
 

但我国长期以发展货物贸易为主，因此人才多存在于货物贸易领域，且服务贸易又主要以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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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主，对于从业人员的素养要求并不高，因而服务贸易领域的高素质人才数量相对较少。当前我国还

不够重视相应素质人才的培养，这直接削弱了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1.2. 城市化水平 
众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服务业与城市化有着双向的促进作用，通过实施城市化战略，

推动城市化加快发展，能够以此助推服务贸易与服务业进步[4]。我国城市化水平从 1978 年的 17.9%，在

2021 年发展到 64.72%，实现了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未来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城市汇集了数量

众多的人口和产业，从而具有更强的生产消费能力，同时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主要流入地，因此更有利

于现代服务行业的发展。 

2.2. 需求条件 

市场的需求状况是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目前，我国服务业

逐渐成长和进步，许多新兴服务业正在创立。需求条件使这个过程更加深化，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可以

促进发明和创新，有利于形成独特、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而拉动国外市场的需求[5]。 
从国内需求上来看(见图 2)，目前我国人均自由可支配收入水平的稳步上升，致使我国居民的市场消

费需求层次逐渐走向多元化，对于旅游、教育、保险、金融、信息等行业的服务需求逐年上升，推动了

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拉动了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结构优化。 
 

 
Figure 2.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growth rate of national residents 
from 2018 to 2022 
图 2. 2018~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Figure 3. China’s major exporter of service trade in 2019 
图 3. 2019 年我国服务贸易主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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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上，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象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与全世界超过 200 个国家和

地区实现了服务贸易往来，其中主要为东盟、欧盟和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见
图 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地和进口地。 

2.3. 相关及支持产业 

健全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可以大大帮助本产业发展，从而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3.1. 制造业 
我国一直以来被誉为“制造大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出口也一直呈现着良好的态势，

自 2016 年以来出口占比已超过 80% [6]。制造业出口完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服务贸易的辅助，任何货

物贸易的进行都无法脱离运输物流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售后服务等等环节。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仍旧

是以货物贸易为主，存在着附加值低、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诸多问题，但这也是服务贸易发展新

的契机，运用制造业发达的优势积极融入服务贸易的环节，逐步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转型。 

2.3.2. 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产出的产业，依附于制造业而存在，包括为生产服务的研发设计、货物运输、

商务咨询、金融服务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环节。生产性服务业的参与使得国际服务贸易有了先进合理

的运行支撑，延伸相关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对于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7]。我国近

几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可观，增加值由 2014 年的 181,056 亿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303,022 亿元，同

时在 GDP 中比重也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见
表 3)。但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内部的比重则出现了持续降低，说明相比与服务业整体规模，生

产性服务业仍需继续推动发展。 
 
Table 3.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ive services, their share in services and their share in GDP 
表 3.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及占 GDP 比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增加值(亿元) 181,056 204,033 223,764 249,650 278,229 303,022 

占服务业比重(%) 59.4 58.9 57.8 57.5 57.4 56.6 

占 GDP 比重(%) 28.1 29.6 29.9 30 30.2 30.7 

2.3.3. 信息技术产业 
伴随着新一轮电子信息技术的革新与进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繁荣发展。相比于传统信息技术

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含量更高、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并且能与传统行业更好地进行深度结

合。目前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019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已从

2014 年的 14 万亿元左右增长至 21 万亿元左右，年增长速度均超过 6%。同时，新冠疫情为服务贸易

和信息技术产业的结合带来了新的结合点，电子商务、网络办公、线上教学等新业态均以信息技术产

业为支持[8]。 

2.4.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服务贸易竞争力无法脱离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正在转型，我国的现代服务

业虽然发展较慢，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但比重已经开始下降，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逐渐缓慢上

升，文化娱乐、旅游、信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发展可观，服务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调整(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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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from 2016 to 2021 
表 4. 2016~2021 年我国服务业结构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传统服务业占比 62.20% 61.30% 61.60% 61.40% 60.30% 59.90% 

现代服务业占比 37.80% 38.70% 38.40% 38.60% 39.70% 40.10% 
 

同时，服务贸易出口方面，依旧是传统服务项目占主导：其中运输服务行业占总出口额的 32.2%，

领先于其他所有子类；新型服务贸易项目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出口额位列第二，占比可观，

增长速度较快，但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等新型服务项目的发展还不够(见表 5)。总体而言，我国服务贸易

内部发展相对失衡、结构并不合理，对于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子类的关注还有待提升。 
 
Table 5. The export value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subcategory was year-on-year in 2021 
表 5. 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子类出口额与同比 

服务类别 出口(亿美元) 同比(%) 

运输 1271.9 124.7 

旅行 113.7 −31.3 

建筑 304.8 21.3 

保险服务 52.0 −3.4 

金融服务 49.7 18.8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794.7 30.8 

知识产权使用费 117.8 15.6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19.0 44.4 

维护和维修服务 78.7 2.6 

加工服务 201.2 18.1 

其他商业服务 923.6 23.4 

政府服务 15.5 −38.2 
 
Table 6. China’s top ten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in the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in 2021 
表 6. 2022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竞争力十强企业 

企业 2022 总资产 员工人数 经营范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829.7 亿元 195,000 软件终端技术服务、技术认证服务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6,123.6 亿元 112,771 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3800.3 亿元 50,000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070.0 亿元 278,922 技术服务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811.6 亿元 50,000 终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93.4 亿元 40,000 数据服务和应用服务 

网易网络有限公司 1681.8 亿元 30,000 技术开发和服务 

海尔集团 2296.0 亿元 80,000 技术服务、物流信息服务 

小米集团 2930.8 亿元 32,869 会议服务、手机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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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信息化普及率明显提高，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软件和

信息服务行业保持着较快的发展态势，业务收入从 2012 年的 2.48 万亿元上升至 2021 年的 9.50 万亿元，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超过 4 万家(见表 6) [9]。该行业的龙头企业多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同

时互相竞争激烈，聚集效应明显，发挥了良好的龙头效应。同时也造成了资源和市场向行业前列聚集，

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则竞争力弱小、资产普遍较少、融资困难。 

2.5. 政府与机会 

2.5.1. 相关政策支持 
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主要作用是进行干预和平衡，使得服务贸易在一个有序安全的竞争环境中发展。

自中共十九大以来，我国政府愈来愈注重提升服务贸易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服务贸易相关立法方面，政府先后颁布了《对外贸易法》、《海商法》、《注册会计师法》、《保

险法》等相应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从而保护相关领域发展，这有利于规范服务

贸易市场准入和经营秩序，推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使得我国服务贸易迈入水平更高的国际

化发展阶段。 
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面，进行了分批有序的布局深化：2016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全国沿海 15

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18 年深化试点将范围扩大到 17 个地区，向内陆深入；2020 年又

批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等 28 个省市施行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至此整个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定型。试点城市与地区积极探索改革管理体制、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合理机制，

创造了众多新业态与新形式，同时也发挥了相应的带头作用，自 2019 年起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占全国比

重超过 75%，引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额实现了近年来的快速增长。 

2.5.2. 机会 
国际交流与区域合作。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RCEP 协定的正式生效，使得区域

内各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有利于加强区域内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标志着国际交

流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也使得我国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式和合作渠道，带来了新的生长点[10]。 
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逐渐由传统的制造业开始向服务业偏移，承接

国际优秀服务业的转移，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一大契机。 
新冠疫情的打击与机遇。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传统货物贸易流通，同时对交通、旅游等服

务贸易子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为其他服务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线上办公、网络教育等模式兴

起，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产业也因此成为新热点。 

3.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测度 

在对波特钻石模型定性阐述的基础之上，本节选取 2012~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通过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市场占有率(MS)指数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TC)的测度，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

竞争力水平开展进一步分析。 

3.1.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主要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某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显性比较优势，计算方式

是以一个国家某种产品出口占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相比，公式表示为： 

RCA ij tj
ij

i t

X X
W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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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 j 国家(地区)出口 i 产品的出口额；表示 j 国家地区的商品出口总额；表示世界范围内 i 产品

的出口额；表示世界范围内商品出口总额。RCA 是一个大于 0 的自然数，数值越大越具有比较优势。若

当 RCA < 0.8，则表示 j 国(地区)在 i 产业具有较弱竞争力；当 0.8 < RCA < 1.25 时，具有中等竞争力；当

1.25 < RCA < 2.5 时，具有较强的比较竞争优势；当 RCA > 2.5，则表明其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优势。 
 

 
Figure 4. 2012~2021 China’s service trade RCA index 
图 4. 2012~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 RCA 指数 

 

如图 4 所示，我国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在 0.3~0.45 的区间内，始终小于且并

不接近 0.8，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薄弱，不具备强劲的国际竞争优势。 
从整体趋势来看，近十年 RCA 指数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自 2013 年起，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陷入了暂

时性的停滞和低迷，尤其是在 2013~2016 年间 RCA 指数发生了持续性的下降，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在国

际上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步下降。但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的逐渐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等多种因素，自

2017 年起 RCA 指数开始平稳上升，并在 2021 年达到了最高值。但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还远远谈不

上强劲，有待进一步提升。 

3.2. 国际市场占有率 MS 

国际市场占有率主要用于反映某一国家(地区)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或市场份额的变化，MS 值越高，

说明某国某产业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强。计算方式是一国某产业的出口总额与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

公式表示为： 

MS ij
ij

wj

X
X

=  

其中，为 i 国 j 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 j 产品的出口总额。 
 
Table 7. MS index of China's trade in services from 2012 to 2021 
表 7. 2012~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 MS 指数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MS 指数 0.0468 0.0436 0.0433 0.0461 0.0414 0.0425 0.0476 0.0495 0.0571 0.0649 
 

如表 7 所示，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自 2012~2021 十年间，基本维持在 4%~7%之间。

在此期间又以 2017 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五六年间，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在 4.3%上下

浮动，总体平稳但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自 2017 之后的五年，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从

2017 年的 4.25%持续上升到 2021 年的 6.49%，提升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较低，这与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不高、贸易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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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尚不完善等内部因素都相关，除此之外还有贸易壁垒、保护主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值得

肯定的是，从十年来的整体趋势来看，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稳中有进的，并且在近两年达到了一个新的

发展高度，发展趋势向好。 

3.3. 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是指一国净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TC ij ij

ij ij

X M
X M

−
=

+
 

其中，表示 i 国 j 产品的出口额，表示 i 国 j 产品的进口额，为 i 国 j 产品净出口，为 i 国 j 产品的进出口

总额。TC 指数取值范围为[1, −1]，该数值反映了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指数大于 0，则该产品具备

一定的出口优势，指数越趋近于 1，出口优势就越强劲。如果贸易竞争指数小于 0，则该产品的出口优势

较弱，指数越趋近于−1，则表现为不具备出口竞争力，本国消费需求也往往依靠进口。 
 

 
Figure 5. 2012~2021 China’s service trade TC index 
图 5. 2012~2021 年我国服务贸易 TC 指数 

 

根据图 5，从整体趋势上看，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性指数 TC 十年间始终小于 0，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优势较弱，但指数相对靠近 0，这说明具备一定较弱的出口优势。具体来看，

TC 指数经历了一个由下降到上升的走势，自 2012 年到 2016 年持续下降，逆差持续扩大，于 2016 年降

至十年来最低点；但也自 2016 年开始逐年平稳上升，近两年上升趋势更加明显，2021 年的 TC 指数达到

了−0.04，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原本较弱的出口优势正在逐年增强，并且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突破零点，

实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跨越。 

4.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建议与对策 

上文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即使发展速度可观，但目前来看，

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比较薄弱，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定性分析来看：1) 服务贸易占我国对

外贸易总额较低；2) 人力资源丰富但缺乏高端人才要素；3) 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不合理，技术密集型服务

贸易子类有待发展。从定量测度来看：4) RCA、MS、TC 三个指数都偏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国际市场

份额占比较低，出口优势不强且常年处于逆差状态。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现代服务业相比于传统服务业，服务范围更广、

服务质量更高，也是目前服务业转型优化的方向。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以现代服务业为坚实基础，

因此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就必须为现代服务业提供足够的资金、设备、人才等要素。其中，生产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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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紧紧依靠计算机技术，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和专业化，是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重点。 
第二，注重培养服务贸易高素质人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够强劲与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密切

相关。一方面，要加快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贸易高素质人才，学习国际上成功培育人才的经验与案例，提

升我国服务贸易从业人员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相关人才培养机制，将专业知识和实践

技能的培训相结合，加大人才培养投资力度，通过提供资金补贴、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更多服务贸易企

业开展针对性培训方式。 
第三，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优化调整，促进新型服务贸易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失衡已经成为

当前发展的阻碍，尤其是不够重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推进，亟需优化调整。因此要不断提升相

关技术手段、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服务贸易的附加值，从而促进迈向新型服务贸易转型的步伐，破

解我国服务贸易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一大难题。 
第四，加强区域间合作，助力服务贸易发展。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深化、RCEP 协定生效等

区域间深度合作为我国贸易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努力开辟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等新兴市场，有利于

我国服务贸易对象结构实现多元化，跳出传统定势。 
第五，以创新驱动服务行业及贸易发展。我国目前的服务行业中新兴服务行业发展势头并不强劲，

科技创新能力仍旧处于比较薄弱的环节，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国内高校应进一步建立培养

新型创新人才的科学教育体系，并加强企业合作，推动人才培育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次，国家制定

相关战略与政策，推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创新，实现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范围的进一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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