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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业协会会长 黄耀文

一、现状：差距不小,发展较快

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并驾齐驱,年均增幅均在 6%左右,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始终保持在 20%左

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03 年,全球服务贸易额达 17630 亿美元,年增长率较 2002 年增加了 6个百分点。

200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增长率为18%,成为全球第9大服务贸易国,首次进入世界前10

位。

2003 年上海服务贸易总额为 160.48 亿美元,增长 29%,高于上海市货物贸易 24%的增长率,也高于全国服务贸易平均增长率

11 个百分点。上海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出口竞争力”精神,全面

落实“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举”方针和全市服务贸易企业积极努力的结果。

但是,与城市型国家或地区相比,上海不仅在服务贸易的规模而且在竞争力上差距仍较大：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上,新加

坡是上海的 5倍,香港是上海的 6倍。

根据 2002-2003 年上海服务贸易 TC 指数[(服务出口－进口)/(服务出口＋进口)]的分析,四年来上海的 TC 指数?O.088～

-0.033，显示上海服务贸易的逆差呈缩小趋势；但负的 TC 指数表明,上海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仍然偏弱。特别是体现城市核

心竞争力的运输(-0.088)、金融(-0.607)、保险(-0.116)、专利和特许(-0.965)、教育、医疗和保健(-0.727)等领域,目前竞争

力不高。

根据 2001 年香港统计数据,香港商贸服务及与货物贸易相关服务产生顺差最多,为 946 亿港元,其 TC 为 0.8；其次是运输服

务,产生顺差 428 亿港元,其 TC 为 0.3；金融服务产生顺差 166 亿港元,其 TC 为 0.6。

上海和香港两地 TC 值的比较表明,上海距离建成国际大都市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

二、问题：基础欠缺,资源薄弱

根据对上海服务贸易行业的调研,影响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下：

1.政策措施不完善

根据世贸组织列出的服务行业高达 150 个,分为 12 个部门。由于政府以往对服务业的管理是按行业分割的,缺少一个统一的

协调机制；而相当多的行业主管部门对服务贸易的认识深浅不同,因此,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和监管方法促进服务贸易的发

展,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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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从全国看,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失衡问题是一个重要矛盾,1991 年和 2002 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33%和 34%,12 年中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上海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近几年第三

产业占 GDP 的比重始终徘徊在 50%左右。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必然会影响服务贸易的发展。

3.品牌建设严重滞后

在公布的 2003 年中国驰名商标中,没有一个是服务业的品牌。尤其在会计、审计、咨询、计算机服务、广告、公关、金融、

保险和电讯等专业服务业领域缺少本土知名品牌,以至于证监会曾指定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必须由外资“五大所”来操作。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中有不少行业过去是国有垄断企业,品牌意识不强；民营企业则由于起步晚、规模小,创品牌

有心无力；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市场的评价体系和监管方法,所以服务业品牌的建设既缺乏内在的动力,也缺乏外部的良好环境。

4.高素质人才缺乏

人才是服务贸易企业的第一资源。例如,上海房地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叫得响的房地产估价师却没有几个；上海的文化产

业要实现国际化,就需要“国际演出经营管理”和“艺术品国际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人才；上海要在国际工程承包中取得竞争优

势,就需要有熟悉国际工程的项目经理、合同专家、财会专家、工程技术专家等,要既懂商务、外语、技术,又要懂项目所在国的

法律及国际惯例,而这样的人才上海现在十分缺乏。

从服务贸易的第四种形式——“自然人流动”来看,高素质人才跨境服务,就是最直接的服务贸易出口。自然人流动创汇包

括：计算机软硬件、通讯、教师、医生、护士、家佣、中餐师、点心师等不同专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的输出。这其中,姚明就是

最杰出的代表,据测算,姚明在 NBA 的篮球生涯中,创造的商业价值可达几十亿。

三、未来：前景诱人,渐行渐远

目前,上海确定了建设“四个中心”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加上举办 2010 年世博会——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项目的龙头效应,

以及北京举办奥运和 CEPA 实施带来的机遇,上海 2004－2005 年实现服务贸易 25%左右的增长率,实现服务贸易收支基本持平,到

2010 年实现服务贸易总额 500 亿美元左右,顺差 10 亿美元的发展目标应该是非常有保障的。

1.做好三个结构调整

首先是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着力抓好第三产业的发展,扭转服务业发展滞后局面；其次,在服务业的发展中,着重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尤其要引导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相结合,提升制造业能级和产品附加值,使上海完成从工厂的积聚到研发设计、工

商管理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跨越；最后是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要着重服务贸易的发展。

2.培育发展服务贸易的七大体系

这里指的是全方位开放体系、科学的规划体系、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完整的统计体系、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协调发展

的大贸易体系、合理的人才体系。目前,兄弟省市已经陆续推出了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值得借鉴参考,如武汉对国有企业

的评价交由中介机构执行,北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请律师介入。上海也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例如上海可以强化会计法的执法,这一方面可以促进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的入市,至少可以促进上海企

业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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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育服务贸易的知名品牌

发展服务贸易必须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信用的知名品牌企业。这就需要通过市场诚信体系、认证体系的建设

和评选服务业奖项的方法,在今后若干年内,为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打造出一批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4.建立服务贸易的协调机制

由于服务贸易跨行业、部门的特征给管理带来了相当难度,因此建立市一级的协调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从政府方面来说,由

主管副市长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行业负责人定期举行联席会议研讨部署具体工作是一个可行的方法,静安区政府在这方面已先

行一步,总结了出色的经验。从行业协会方面来说,服务业的行业协会组成“服务业联盟”,以实现“资源共享、交流协作、优势

互补、形成合力”,是美、加、澳、日本、欧盟、印度和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上海应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5.整合资源,建立服务贸易的信息和培训平台

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法规咨询、预测预警和人才培训方面的服务,而整合资源的前提是上面所提到的建立两个协调机制。

6.加强对发展服务贸易的金融支持

使商业保险、信贷以及跨境支付等更有利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

7.简化出入境手续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为服务提供者提供出入境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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