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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服务正高效、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交付。中印两国

逐渐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国际竞争焦点。文章基于WTO数据库2012~2021年的数字服

务贸易数据，对中印两国的数字服务贸易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TC指数、RCA指数和CA指数等指标

对两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和分行业竞争力进行测算。研究表明：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整体呈现

增长趋势，但竞争力与印度存在一定差距，其中，两国均在ICT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具有较强竞争力，

而在知识产权使用费方面均竞争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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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digital services are being delivered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cross the globe. China and India are 
gradually emerging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ecoming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ompe-
tition. Based on the digital service trade data of WTO database from 2012 to 2021,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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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uses TC index, RCA index and CA index to measur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sub-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s digital service trade shows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but there is a certain gap in 
competitiveness with India, among which, both countries have strong competitiveness in ICT ser-
vices and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but are not competitive enough in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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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国竞争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新时代。中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

者，拥有庞大的数字人才储备和先进的技术基础。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涵盖了软件开发、云计算、

电子商务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数字经济团队。同时，中国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倡议，

例如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等，均明确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

重要性，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持。印度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表现不可小觑，尤其以软件开发

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印度的 IT 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印度的 IT 专业人才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据

着重要地位。印度政府也通过“数字印度”等政策措施，鼓励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促使数字服务贸

易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1]。中国与印度同属发展中大国，且人口数量相近，但就数字服务贸

易而言，中国与印度仍有较大差异，个别行业差异尤为明显。通过对比中印两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现

状和行业特点，探索两国在该领域的优势与不足。 

2.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现状 

本文参考了贸发会议[2]及岳云嵩和李柔(2020) [3]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分类，再结合国内外学者对数字

贸易的定义，将所有以数字方式提供的跨境服务交易都算作是数字服务贸易。在统计数字服务贸易时选

取了 WTO 数据库的 EBOPS2010 分类中的六个指标，包括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

费服务、ICT 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技术贸

易相关其他服务)以及个人文娱服务。 

2.1.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 

近年来，中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由 2012 年的 1234.5 亿

美元增至 2021 年的 2858.4 亿美元。这 10 年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一直存在逆差，逆差规模由 2012 年

的 131.7 亿美元扩大至 2021 年的 221.8 亿美元。印度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也由 2012 年的 923.1 亿

美元增至 2021 年的 1843.1 亿美元。同时，在这 10 年间，印度数字服务贸易一直存在顺差，顺差规模由

2012 年的 371.7 亿美元增至 2021 年的 694.9 亿美元。二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均有所上升。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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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cale and proportion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unit: USD 100 million) 
表 1.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及占比(单位：亿美元)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数字服务贸易进口 

 中国 印度 
世界 

中国 印度 
世界 

 数额 占比 
(%) 数额 占比 

(%) 数额 占比 
(%) 数额 占比 

(%) 

2012 551.4  2.61 647.4  3.06 21148.2  683.1  3.27 275.7  1.32 20895.4  

2013 613.5  2.71 686.9  3.03 22660.6  771.6  3.46 285.6  1.28 22319.9  

2014 726.4  2.90 730.3  2.92 25018.5  836.3  3.40 298.6  1.21 24624.0  

2015 737.3  3.00 754.5  3.07 24590.1  827.6  3.42 321.4  1.33 24225.1  

2016 762.7  3.01 789.7  3.12 25346.8  898.6  3.59 358.1  1.43 25005.7  

2017 799.3  2.91 884.7  3.23 27432.4  968.8  3.58 400.3  1.48 27071.2  

2018 934.3  3.11 971.9  3.23 30058.2  1123.7  3.79 447.4  1.51 29679.1  

2019 1006.1  3.12 1041.3  3.23 32264.1  1176.8  3.69 464.9  1.46 31849.4  

2020 1079.7  3.32 1062.2  3.26 32566.1  1291.7  4.02 476.3  1.48 32111.4  

2021 1318.3  3.60 1269.0  3.47 36570.1  1540.1  4.27 574.1  1.59 36058.0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2.2.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进出口规模 

就进出口总量而言，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六大行业差异明显。中国在 2012~2021 年间个人文娱服务的

进出口总额最小，截至 2021 年最高未突破 100 亿美元，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出口总额最大，最高时可达

1334.1 亿美元。这十年间，印度在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及个人文娱服务方面的进出口规模较小，

均未突破 100 亿美元，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出口总额较大，截至 2021 年分别达到 667.4 亿美元

和 880.8 亿美元。 
就进出口差额而言，中印在数字服务领域部分行业并未实现自给自足。两国的逆差均集中在养老和

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和个人文娱服务，其中两国个人文娱服务进出口规模不大，逆

差较小，而在其他三个行业中，中国的逆差数额均远高于印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它的逆差数额

自 2012 年的 142 亿美元一路上涨至 2021 年的 350.1 亿美元，这也是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两国的顺差均集中在 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顺差主要依赖于其他商业服务，ICT
服务顺差极小。印度则在两大产业上均有大量顺差，尤其是其他商业服务的净出口值在 2021 年达到了惊

人的 406.9 亿美元，同期 ICT 服务也达到了 387.5 亿美元，这也是印度数字服务贸易保持大量顺差的主要

原因。详见表 2。 
 
Table 2.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orts and exports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y industry, 2012~2021 
(unit: USD 100 million)         
表 2. 2012~2021 年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进出口现状(单位：亿美元) 

  养老和保险金

服务 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

费 ICT 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个人文娱服务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2012 
总额 108.9 31.0 73.9 56.1 160.8 39.0 154.4 341.8 716.5 443.1 20.0 12.2 

差额 −60.1 −5.3 −35.3 −11.0 −142.0 −25.5 31.7 232.4 82.2 179.0 −8.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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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13 
总额 113.1 31.4 97.6 60.1 188.0 42.4 174.0 380.7 791.5 443.9 20.9 14.1 

差额 −57.3 −4.4 −46.8 −9.9 −167.7 −28.3 34.0 261.0 88.4 180.1 −8.7 2.8 

2014 
总额 118.7 34.9 124.9 59.3 215.9 48.1 203.5 414.5 875.4 455.4 24.2 16.7 

差额 −55.8 −5.1 −53.8 −5.2 −197.5 −33.2 30.9 278.3 175.0 195.9 −8.7 0.9 

2015 
总额 90.1 33.2 116.0 57.7 212.4 51.2 250.3 431.6 864.3 480.8 31.8 21.4 

差额 −20.6 −6.1 −55.9 −2.6 −187.9 −37.9 38.4 281.7 147.8 200.9 −12.2 −2.9 

2016 
总额 109.4 34.9 120.3 64.3 239.9 62.0 255.9 441.4 897.9 519.6 37.9 25.6 

差额 −44.0 −8.7 −48.9 −10.6 −211.8 −45.3 41.2 276.1 142.0 226.6 −14.4 −6.5 

2017 
总额 97.5 40.6 148.2 71.0 290.2 77.8 270.3 481.7 915.0 584.0 47.0 29.9 

差额 −32.0 −8.8 −61.8 −12.6 −226.0 −51.2 5.5 293.1 159.0 272.1 −14.2 −8.2 

2018 
总额 109.6 46.2 167.3 71.1 347.0 90.8 360.9 527.0 1022.0 651.0 51.2 33.2 

差额 −32.2 −11.0 −70.5 −5.7 −283.1 −58.4 28.6 298.3 182.4 308.3 −14.7 −7.0 

2019 
总额 99.7 41.6 173.0 64.9 365.0 96.2 405.2 546.6 1086.0 717.8 54.1 39.1 

差额 −31.6 −11.2 −70.1 −4.0 −287.8 −60.9 25.6 335.8 210.7 323.0 −17.5 −6.2 

2020 
总额 115.9 39.6 214.4 73.3 386.8 80.2 456.7 554.4 1126.2 752.4 71.4 38.6 

差额 −27.9 −8.3 −76.1 −12.7 −298.5 −45.4 8.0 327.3 212.0 336.7 −29.6 −11.7 

2021 
总额 141.6 49.9 241.9 87.5 469.0 102.5 572.4 667.4 1334.1 880.8 99.6 55.0 

差额 −39.0 −10.8 −83.4 −13.8 −350.1 −55.7 17.8 387.5 278.3 406.9 −45.3 −19.1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3.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国际竞争力这一概念通常用于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进行分析，将国家间某些明显的经济特点

进行对比，以帮助说明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这里选择了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三个竞争测度指标，包

括了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CA)。从不同角度测

算比较中国和印度在 2012~2021 年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3.1. TC 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指数)，是指一国或区域内某一商品的净出口与其总贸易量之比，是一国产品

在世界上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林珏(2007) [4]应用了该指标测算某产品竞争力。公式如下： 

( )
( )

ij ij

ij ij

X M
TC

X M

−
=

+
                                    (1) 

其中 ijX 指 i 国(或地区)对 j 产品的出口值， ijM 指 i 国(或地区)对 j 产品的进口值。该指数的范围在 0~1
之间时，表明 j 产品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越靠近 1，表明强度越强，等于 1 时，表明 j 产品只出口；在

−1~0 之间时，表明 j 产品竞争力相对不足，越靠近−1，表明强度越弱，等于−1 时，表明 j 产品只进口。 
通过计算(见下表 3)，近十年，中国数字服务贸易 TC 指数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整体国际竞争力在

逐步增强，但指数始终未实现零的突破，说明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相对不足。同期，印度的 TC
指数存在一定的下降趋势，特别在 2014~2018 年间，降幅高达 5%。但印度的 TC 指数在 2012~2021 年间

一直维持在 0~1 之间，表明印度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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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TC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2 to 2021 
表 3. 中印 2012~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 TC 指数对比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TC 指数 
中国 −0.11 −0.11 −0.07 −0.06 −0.08 −0.10 −0.09 −0.08 −0.09 −0.08 

印度 0.40 0.41 0.42 0.40 0.38 0.38 0.37 0.38 0.38 0.38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3.2. RCA 指数分析 

显性比较优势(RCA 指数)，指一种商品在一国的出口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与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

的比例，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全球波动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反映出一国(区域)在某种程度上与全

球出口相比的相对优势，也是衡量一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世界贸易的统计，可

以得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工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得出它们的相对竞争能力。国外学者如 Gary 
Hufbauer (2007) [5]在其论文中用到了 RCA 指标为度量工具，国内学者如蔡跃洲，牛新星(2021) [6]、周

昀，李开董(2022) [7]等也采用该指标测算行业竞争力。公式表示为： 

( )
( )

ij i

wj w

X X
RCA

X X

÷
=

÷
                                   (2) 

其中 ijX 指 i 国(或地区)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值； wjX 指世界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值； iX 指 i 国(或地区)
服务总出口； wX 指世界服务总出口。国际上一般将 RCA 指数分为四档，RCA > 2.5，说明竞争力极强；

RCA 处于 1.25~2.5 之间时，说明竞争力很强；RCA 处于 0.8~1.25 之间时，说明竞争力较强；RCA < 0.8，
说明竞争力较弱。 

通过计算(详见表 4)，在 2012~2021 年间，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 RCA 指标整体呈现出增长态势，特

别是在 2012~2019 年，RCA 指数一度增长至 0.8，但在 2019 年后这一趋势有所回落，表明了中国的数字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但竞争力较弱。这十年间，印度的 RCA 指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甚至在

2020 年降至 1.27，数值处于 1.25~2.5 之间，说明印度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更强。 
 
Table 4. Comparison of RCA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2 to 2021 
表 4. 中印 2012~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 RCA 指数对比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RCA
指数 

中国 0.67 0.71 0.77 0.76 0.78 0.76 0.78 0.79 0.76 0.73 

印度 1.45 1.45 1.43 1.43 1.42 1.40 1.40 1.39 1.27 1.32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3.3. CA 指数分析 

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亦称 CA 指数。沃尔拉斯等于 1988 年提出，认为从出口的比较优势中减

去该产业进口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一国某产业的真正竞争优势。不同于只考虑出口影响的 TC 指数和

RCA 指数，该指数综合考虑了进出口的影响，从不同角度衡量一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万千

(2020) [8]和赵香雪(2021) [9]也采用了此指标对不同国家某产业竞争力进行测算比较。计算公式如下： 

( )
( )

ij i

wj w

M M
CA RCA

M M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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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M 指 i 国数字服务贸易的进口值； wjM 指世界数字服务贸易的进口值； iM 指 i 国服务贸易总出

口； wM 指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如果一国 CA 指数大于 0，说明该国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比较优势；若

CA 指数小于 0，则说明该国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比较劣势。指数越高，该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越强；

反之，越弱。 
通过计算(详见表 5)，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CA指数在 2012~2021年间整体大于 0，且指数在 2012~2016

年间逐年上涨至 0.28，后又回落到 0.03 的水平，说明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具有比较优势，但近年来竞争力

有所减弱。这十年间，印度数字服务贸易指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 2020 年降至 0.52，说明印度的数字

服务贸易竞争力相对较高，但也存在减弱趋势。 
 
Table 5. Comparison of CA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2 to 2021 
表 5. 中印 2012~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 CA 指数对比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CA 指

数 
中国 0.04 0.10 0.23 0.27 0.28 0.24 0.24 0.24 0.08 0.03 
印度 0.70 0.69 0.69 0.67 0.64 0.64 0.65 0.66 0.52 0.58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4.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4.1.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 TC 指数 

通过计算(见下表 6)，近十年，中国在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

务及个人文娱服务方面的竞争力在逐年增强，ICT 服务的竞争力在逐年减弱。其中，养老和保险金服务、

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个人文娱服务的 TC 值均一直为负，竞争力不足，ICT 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

的 TC 值均一直为正，竞争力相对较强。这十年间，印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其他商业服务

方面的竞争力在逐年增强，养老和保险金服务、ICT 服务及个人文娱服务的竞争力在逐年减弱。其中，

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的 TC 值均一直为负，竞争力不足，ICT 服务及其他商业

服务的 TC 值均一直为正，竞争力相对较强，个人文娱服务的 TC 值由正转负，竞争力明显减弱。 
 
Table 6. TC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2 to 2021 
表 6. 中印 2012~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 TC 指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养老和保险金服务 
中国 −0.55 −0.51 −0.47 −0.23 −0.40 −0.33 −0.29 −0.32 −0.24 −0.28 
印度 −0.17 −0.14 −0.14 −0.18 −0.25 −0.22 −0.24 −0.27 −0.21 −0.22 

金融服务 
中国 −0.48 −0.48 −0.43 −0.48 −0.41 −0.42 −0.42 −0.41 −0.35 −0.34 
印度 −0.20 −0.16 −0.09 −0.04 −0.16 −0.18 −0.08 −0.06 −0.17 −0.16 

知识产权使用费 
中国 −0.88 −0.89 −0.91 −0.88 −0.88 −0.78 −0.82 −0.79 −0.77 −0.75 
印度 −0.65 −0.67 −0.69 −0.74 −0.73 −0.66 −0.64 −0.63 −0.57 −0.54 

ICT 服务 
中国 0.21 0.20 0.15 0.15 0.16 0.02 0.08 0.06 0.02 0.03 
印度 0.68 0.69 0.67 0.65 0.63 0.61 0.57 0.61 0.59 0.58 

其他商业服务 
中国 0.11 0.11 0.20 0.17 0.16 0.17 0.18 0.19 0.19 0.21 
印度 0.40 0.41 0.43 0.42 0.44 0.47 0.47 0.45 0.45 0.46 

个人文娱服务 
中国 −0.40 −0.42 −0.36 −0.38 −0.38 −0.30 −0.29 −0.32 −0.42 −0.45 
印度 0.18 0.20 0.06 −0.13 −0.25 −0.27 −0.21 −0.16 −0.30 −0.35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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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 RCA 指数 

通过计算(见下表 7)，近十年，中国在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ICT 服务及

个人文娱服务方面的竞争力逐年增强，其他商业服务的竞争力逐年减弱。其中，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

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个人文娱服务的 RCA 指数均维持在 0~0.8 之间，说明竞争力较弱；ICT 服务

的 RCA 值介于 0.8~1.25 之间，竞争力较强；其他商业服务的 RCA 指数位于 1.25~2.5 之间，竞争力很强。

这十年间，印度在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娱服务方面的竞争力在逐年增强，养老和保

险金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竞争力相对稳定，ICT 服务的竞争力明显减弱。其中，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

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个人文娱服务的 RCA 指数均小于 0.8，竞争力不足；其他商业服务的 RCA 值一

直处于 0.8~1.25 之间，竞争力较强；ICT 服务在 2020 年之前一直大于 2.5，竞争力极强。 
 
Table 7. RCA Index of digital services trade in China and India from 2012 to 2021 
表 7. 中印 2012~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 RCA 指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养老和保险金服务 
中国 0.60 0.65 0.67 0.78 0.69 0.68 0.70 0.61 0.71 0.67 

印度 0.27 0.28 0.31 0.29 0.26 0.30 0.31 0.26 0.26 0.26 

金融服务 
中国 0.23 0.27 0.32 0.27 0.32 0.37 0.36 0.37 0.44 0.41 

印度 0.23 0.24 0.24 0.24 0.23 0.23 0.23 0.21 0.19 0.20 

知识产权使用费 
中国 0.12 0.12 0.09 0.11 0.12 0.27 0.23 0.26 0.30 0.34 

印度 0.07 0.07 0.07 0.06 0.07 0.10 0.11 0.11 0.12 0.14 

ICT 服务 
中国 1.15 1.12 1.03 1.18 1.24 1.07 1.25 1.28 1.20 1.20 

印度 3.03 3.08 3.03 2.84 2.89 2.73 2.55 2.53 2.32 2.23 

其他商业服务 
中国 1.59 1.58 1.60 1.54 1.50 1.49 1.43 1.40 1.37 1.38 

印度 1.06 1.00 0.99 1.01 1.04 1.07 1.09 1.09 1.14 1.15 

个人文娱服务 
中国 0.38 0.36 0.39 0.47 0.53 0.68 0.66 0.62 0.67 0.66 

印度 0.39 0.45 0.45 0.43 0.42 0.41 0.46 0.54 0.44 0.45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4.3. 中印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 CA 指数 

通过计算(见下表 8)，近十年，中国在养老和保险金服务方面的竞争力在逐年增强，其他商业服务的

竞争力保持相对稳定，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ICT 服务及个人文娱服务方面的竞争力在逐年减弱。

其中，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个人文娱服务的 CA 值均一直为负，说明中国

数字服务贸易在这类行业中没有比较优势，尤其是知识产权使用费；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 CA 值

一直为正，说明具有比较优势，且其他商业服务的 CA 指数略大于 ICT 服务，竞争力更强。这十年间，

印度在金融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的竞争力在逐年增强，养老和保险金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ICT
服务及个人文娱服务的竞争力在逐年减弱。其中，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个

人文娱服务的 CA 值均一直为负，说明印度在这类行业同样没有比较优势。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

CA 值均一直为正，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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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A Index of China and India digital services trade by industry from 2012 to 2021 
表 8. 中印 2012~2021 年数字服务贸易各行业 CA 指数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养老和保险金服务 
中国 −1.00 −0.84 −0.86 −0.27 −0.62 −0.39 −0.33 −0.36 −0.22 −0.30 

印度 −0.58 −0.57 −0.67 −0.67 −0.67 −0.69 −0.74 −0.73 −0.58 −0.62 

金融服务 
中国 −0.34 −0.39 −0.45 −0.49 −0.39 −0.44 −0.44 −0.44 −0.40 −0.38 

印度 −0.63 −0.63 −0.54 −0.45 −0.56 −0.55 −0.42 −0.37 −0.48 −0.46 

知识产权使用费 
中国 −1.39 −1.46 −1.56 −1.50 −1.52 −1.46 −1.61 −1.57 −1.61 −1.61 

印度 −0.73 −0.78 −0.84 −0.86 −0.91 −0.94 −0.98 −1.00 −0.83 −0.87 

ICT 服务 
中国 0.54 0.53 0.38 0.42 0.49 0.23 0.37 0.33 0.24 0.24 

印度 1.69 1.71 1.59 1.46 1.44 1.28 1.03 1.19 1.00 0.94 

其他商业服务 
中国 0.58 0.58 0.69 0.58 0.59 0.64 0.61 0.60 0.60 0.62 

印度 0.01 −0.01 0.04 0.05 0.15 0.22 0.25 0.18 0.19 0.23 

个人文娱服务 
中国 −0.33 −0.33 −0.33 −0.45 −0.47 −0.35 −0.32 −0.40 −0.68 −0.82 

印度 −0.23 −0.26 −0.51 −0.89 −1.11 −1.15 −1.05 −1.09 −1.38 −1.59 

数据来源：由 WTO 数据库计算得出。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根据 WTO 数据库中 2012~2021 年中印两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数据测算发现，从发展现状来看，

两国数字服务贸易整体进出口规模均逐年扩大，中国在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最大，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最

大，印度在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最大，ICT 服务顺差最大，而在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和个人文

娱服务行业中，中国的逆差数额远高于印度。从指标分析来看，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存在逐

年增长态势，印度则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印度竞争力更高，其中，两国均在 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养老和保险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及个人文娱服务的竞争力不

足。因此，两国均应加快部署优化数字服务贸易结构的应对策略，尤其需要大力扶持知识产权使用费的

发展，继续保持 ICT 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共同推动建设繁荣的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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