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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强化服务贸易竞争力韧性水平是新发展格局下保障经贸安全的重要举措。《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在金融、电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高度自由便利化，为我国优化服务贸易环
境与区域合作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为此，基于ＳＴＯ、ＭＳ、ＴＣ指数对ＲＣＥＰ主要成员国的服
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竞争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我国

经济发展处于较为领先地位，但仍存在服务贸易依存度较低、集中于低附加值产业链、后向参与率

高等不合理的结构问题。因此，应以全球区域价值链为主导，深入拓展与成员国服务贸易合作，优

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强化服务贸易竞争力韧性水平，以确保经贸安全，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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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的落地实施，我国服务贸易开放部门

由入世时的１００个增至１２２个，同时提高了３７

个部门的承诺水平，这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１－２］。和一般贸易相

比，服务贸易降低了对地理位置的依赖，改变了

贸易条件，日益成为全球开放发展的新引擎。

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来看，２０２２年我国服务贸

易出口规模较２０１７年扩大了近２倍，中国服务

贸易综合指数首次进入服务贸易发展全球十强

之列。从服务贸易进口规模来看，２０２０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流动受到严格

限制，给高度依赖人口流动的服务业和服务贸

易造成了重大冲击，我国服务贸易进口规模也

严重受限，服务贸易进口额断崖式下跌。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呈现逐

渐上升趋势，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有

了很大的提升，跃居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

国［３］。伴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服务

贸易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显现，服务贸易竞

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例

如开放性不足、创新能力较弱等［４－５］。本文通

过比较ＲＣＥＰ各成员国与我国近五年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指标，进而对如何提升我国服务贸

易竞争力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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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作为商品进行跨国或跨

境交易的经济活动。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

部分，服务贸易既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

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和自主可控的关键变量，也是顺应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我国贸易强

国建设的核心所在。杜方鑫等［６］认为服务贸易

是推动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ＲＣＥＰ

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与ＲＣＥＰ各成员国服务贸易

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丁文喻等［７］认为 ＲＣＥＰ

协议在服务贸易领域作出的开放性承诺和突破

性创新大幅度降低了各成员国对跨境服务贸易

的限制，为深化东亚地区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

契机。王星丽［８］指出当前中国服务贸易正在快

速发展，其整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综合指数也

在逐步提升。通过设计衡量中国和美国的服务

贸易竞争力的相关指标体系，可以发现我国出

口结构并不合理，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在此

背景下，如何稳健提升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竞

争力，进而扩大服务贸易在全球的规模成为学

界关注的焦点。彭虹［９］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服

务贸易竞争力水平进行测算和比较，发现中国

服务贸易总量和增速虽然远超印度，但行业竞

争力较弱，不利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马子红等［１０］利用 ＴＣ指数和 ＲＣＡ指数综合分

析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和不足，进

而提出适应ＲＣＥＰ协议相关要求的中国服务贸

易竞争力提升的对策建议。盛煜辰等［１１］从贸

易的政治经济视角对中国服务贸易壁垒决定因

素的计量回归分析表明，就业占比越低、贸易竞

争力越低、进口渗透率越高的服务行业的贸易

保护水平越高。

目前由于 ＲＣＥＰ协议才刚刚生效，关于我

国和ＲＣＥＰ各成员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相关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理论界对于服务贸易竞争力

指标评估体系，大多是选取我国和某一国家的

ＲＣＡ指数、ＭＳ指数、ＴＣ指数中的某两个指数

进行测算，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较为片

面。鉴于此，本文拟采用ＷＴＯ数据库服务贸易

数据，选取 ＳＴＯ指数、ＭＳ指数、ＴＣ指数多个指

标进行测算，对中国和 ＲＣＥＰ各成员国多个国

家之间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以得出相

关结论，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二、ＲＣＥＰ各成员国服务贸易依存
度比较分析

　　服务贸易依存度（ＳＴＯ）是指一国的服务贸

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该

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是衡量对外开放

程度的重要指标。公式表示如下：

ＳＴＯｉ＝
Ｘｉ＋Ｍｉ
ＧＤＰ　　ｉ＝１，２，３，…，１５ （１）

式中，ＳＴＯｉ代表 ｉ国的服务贸易依存度；

Ｘ、Ｍ分别表示出口额和进口额，Ｘ１，Ｘ２，Ｘ３，…，

Ｘ１５分别代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

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的服务贸易

出口额，Ｍ１，Ｍ２，Ｍ３，…，Ｍ１５则代表中国、日本、

韩国……越南这１５个成员国的服务贸易进口

额；ＧＤＰ为各国国民生产总值。ＳＴＯ指数值越

大，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

越大，同时也表明服务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越重要。

根据表 １对 ＲＣＥＰ各成员国服务贸易的

ＳＴＯ指数对比分析，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服务贸易

依存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我国的服务贸易

依存度相对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０．０５２左右。

从横向来看，发达国家的ＳＴＯ指数在测度期内

均值均高于我国，表明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在

其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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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的

服务贸易依存度均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其在

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

重要。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这８个成员国在此

期间的ＳＴＯ指数虽然没有持续增长，但上下浮

动并不明显，浮动指数维持在０．００１—０．０１８之

间。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ＲＣＥＰ成员国的ＳＴＯ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

跌，跌幅在０．０１—０．２范围内。２０２１年虽然疫

情反复，但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

泰国的服务贸易依存度都相比于２０２０年有所

升高。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服务贸易

依存度在２０２１年达到１．１４１，充分表明该国服

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国民经济的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ＲＣＥＰ各

成员国服务贸易依存度指数均维持在０—０．４

（除新加坡以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服务

贸易对外开放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服务贸易

依存度指数（ＳＴＯ指数）对比

国家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均值

中国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０．０５２
日本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５０．０７５
韩国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７０．１３１

澳大利亚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９０．０８７
新西兰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８０．１２７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０．０５２
马来西亚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１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００．２０６
菲律宾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５０．１６５
泰国 ０．２５８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９ ０．１５６ ０．１７６０．２２２
新加坡 １．０１９ １．０７２ １．０７９ １．０４１ １．１４１１．０７０
文莱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８ ０．１８０ — — ０．１６２
柬埔寨 ０．３３２ ０．３４６ ０．３４９ ０．１４９ ０．１０４０．２５６
老挝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００．０８４
缅甸 ０．１０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９０．１０１
越南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４ — ０．１５６

　　数据来源：根据ＷＴＯ数据库整理

　　三、ＲＣＥＰ各成员国国际市场占有
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指数）是指一国某一

产品出口额与该产品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值，

可反映一国某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竞争

地位的变化，公式表示如下：

ＭＳｉ＝
Ｘｉ
Ｘｗ
　　ｉ＝１，２，３，…，１５ （２）

式中，ＭＳｉ代表ｉ国的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

有率；Ｘ表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Ｘ１，Ｘ２，

Ｘ３，…，Ｘ１５分别代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各自

服务贸易出口额；Ｘｗ表示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

额。该指标取值在０到１之间，比值越高说明

该国该产业或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越高，出

口竞争力越强。

表２所示为 ＲＣＥＰ成员国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的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通过对数据进行

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服务贸易国际市场

占有率（ＭＳ指数）对比 ％

国家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均值

中国 ４．１３％ ４．４３ ４．６２ ５．６６ ６．５２ ５．０７
日本 ３．３８ ３．２１ ３．３４ ３．１７ ２．７４ ３．１７
韩国 １．６２ １．６４ １．６７ １．７５ ２．０４ １．７４

澳大利亚 １．１８ １．１５ １．１４ ０．９８ １．１５ １．１２
新西兰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２５

印度尼西亚 ０．４６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２８ ０．２３ ０．４０
马来西亚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４５ ０．３５ ０．５６
菲律宾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５７ ０．６３
泰国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４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９９
新加坡 ３．０７ ３．３６ ３．３４ ３．８１ ３．８４ ３．４８
文莱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柬埔寨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６
老挝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缅甸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８
越南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４５ ０．３９ — ０．４１

　　数据来源：根据ＷＴＯ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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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度期内始终处于４％以上，呈现逐步上升

的趋势，在２０２０年上升了１．０４个百分点，相较

于ＲＣＥＰ其他成员国处于领先地位，平均占据

国际市场５．０７％的份额。从横向来看，发达国

家（除新西兰以外）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均在

１％以上，具备比较强的服务贸易国际出口竞争

力。其他发展中国家均不超过１％，尤其文莱

和老挝占比过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２０２０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ＲＣＥＰ１５个成

员国中除了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服务

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外，其他国家

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总体来说，在 ＲＣＥＰ１５个

成员国中，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高于

日、韩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优势，市场前景

更加广阔。

　　四、ＲＣＥＰ各成员国服务贸易竞争
力指数分析

　　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指数）是指一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占其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是用于衡量该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公式表示如下：

ＴＣｉ＝
Ｘｉ－Ｍｉ
Ｘｉ＋Ｍｉ

　　ｉ＝１，２，３，…，１５ （３）

式中，ＴＣｉ表示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Ｘ、Ｍ分别表示出口额和进口额，Ｘ１，Ｘ２，Ｘ３，…，

Ｘ１５分别代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

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各个国家的

服务贸易出口额，Ｍ１，Ｍ２，Ｍ３，…，Ｍ１５分别代表

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这１５个成员国的服

务贸易进口额。该指数范围在 －１到１之间，

当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０时，代表竞争力

较强；当数值越接近于０时，表示竞争力越接近

平均水平；当指数数值越接近于１时，则表示竞

争力越强；当指数小于０时且数值越接近 －１

时，表示竞争力越薄弱或不具有竞争力。

表３显示了 ＲＣＥＰ中各成员国在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从中可

以看出，各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参差不齐，菲

律宾、缅甸、越南在近五年时间里一直保持贸易

顺差，ＴＣ指数始终大于０，表明该经济体具有

一定的出口比较优势。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泰国、新

西兰的服务贸易指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分别在

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直接降到负值，市场竞争力

越来越弱。相比之下，我国近年来一直表现为

贸易逆差，ＴＣ指数在 －０．０５到 －０．４之间波

动，且越来越趋近于０，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竞争

力逐渐增强并且越来越接近于平均水平。新加

坡、澳大利亚的ＴＣ指数分别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由

负转正，而且 ＲＣＥＰ成员国中的其他几个发达

国家虽处于逆差状态，但 ＴＣ指数仍大于我国，

由此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国际

竞争力水平仍处于劣势阶段［１２］。

　　五、结论与启示

　　１．研究结论

以上通过ＳＴＯ指数、ＭＳ指数、ＴＣ指数分

表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服务贸易竞争力

指数（ＴＣ指数）对比

国家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均值

中国 －０．３４４ －０．３２６ －０．２７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７－０．２３１
日本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１－０．０４４
韩国 －０．１７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６－０．１０１

澳大利亚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９ ０．２９０－０．０７１
新西兰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２７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０ －０．２６３ －０．３４９－０．１８９
马来西亚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１ －０．２００ －０．２５０－０．１２０
菲律宾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８３ ０．２１２
泰国 ０．２０７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５ －０．２０５ －０．４６１－０．０２４
新加坡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文莱 －０．３８８ －０．４６９ －０．４９１ －０．５５９ －０．６３９－０．５０９
柬埔寨 — — — －０．０６０ －０．５２６－０．２９３
老挝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４ －０．３３７－０．１６４
缅甸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１ ０．３３５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７ ０．１６４
越南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６ — ０．１２６

　　数据来源：根据ＷＴＯ数据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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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中国和 ＲＣＥＰ其他成员国服务贸易竞争

力，从测算数据可以发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强

弱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并非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就强。相比ＲＣＥＰ其他

成员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我国整体优势并不

突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通过对 ＲＣＥＰ各成员国 ＳＴＯ指数对

比发现，在测度期内ＲＣＥＰ成员国（除印度尼西

亚以外）的 ＳＴＯ指数均值都高于我国的，表明

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庞大，经济增长处于高速发

展中，但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与之并不匹配，我

国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较低［１３］。

因此，我国要加强与 ＲＣＥＰ其他成员国服务贸

易合作，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

其二，ＭＳ指数测算结果表明，相较于

ＲＣＥＰ其他成员国，我国在服务贸易国际市场

占有率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我国多集中从事

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下游环节产业，形成了

过高的后向参与率，致使我国在短时间内无法

摆脱全球价值链中被“俘获”的处境，服务贸易

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也饱受约束。

其三，ＴＣ指数指标结果表明，我国的服务

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出口结构不合理的现

象仍然存在。与ＲＣＥＰ成员国中的几个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较为薄弱，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一些差距。

２．对策建议

（１）深入拓展与成员国服务贸易合作

根据研究可以发现，ＲＣＥＰ各成员国在服

务贸易领域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以及紧密的相

互依存度，比如，中国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为

其他成员国提供了商机；日本则以其先进的技

术和创新能力满足着其他国家的需求；韩国拥

有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这些优势都是彼此所

需要的。结合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以及我

国现阶段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对于非敏感行业

或者不涉及国民经济安全的行业，我国应秉持

“能给则给，能快则快”原则，给予外资国民待

遇，吸引国外服务业进入我国市场；对于较为敏

感行业，可实行过渡式开放模式，例如实施逐渐

开放计划，放宽市场准入，给予企业适应和调整

的时间，在敏感行业中可以设立准入管控机制，

对外商投资进行严格审核和监督。为了保障国

家经济安全，依靠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我

国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深化与其

他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逐步建立多元

化的服务竞争优势；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

力度，从技术、运输、金融等多个方面入手，逐步

提升我国与ＲＣＥＰ各成员国的合作层次以及合

作频率，促使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协同

发展［１４］。

（２）强化区域价值链主导地位

首先，要加强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制定明

确的战略规划，明确区域价值链发展的目标和重

点领域，并制定相应支持政策和措施。政府可以

通过减少行政壁垒、优化投资环境、提供财税激

励等方式来推动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其次，通过

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人才，

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在技术不断创新和

升级的过程中，提升服务贸易的附加值，增强区

域的核心竞争力。再次，我们要加强与ＲＣＥＰ成

员国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安排。通过

建立更紧密的区域合作框架，推动服务贸易的自

由化和便利化，促进跨境服务流动。与ＲＣＥＰ成

员国共享资源和市场，深化区域互补优势，在不

断深化合作的过程中，强化我国在区域价值链的

主导地位，提升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１５］。

（３）优化服务贸易产品结构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整体来说规

模较大，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出口结构不合

理的现象仍然存在。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服务

贸易出口仍然以传统的服务贸易（旅游、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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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为主导，其属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

增值能力有限。新兴服务行业呈快速增长的态

势，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时，依然保

持稳定增长的趋势，说明其抗冲击能力较强；而

传统的服务贸易面对突发状况比较容易受到影

响，尤其是旅行服务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因

此，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能够进一步改善我国的

服务贸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传统服务

贸易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其所提供的服务品质

和服务水平。在“一带一路”和ＲＣＥＰ的建设背

景下，我国应加速服务贸易出口，同时建设多元

化市场，不断挖掘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扩

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要将传统的服务贸易与

新兴服务贸易相结合，不断扩大知识和技术密

集型服务、金融服务等出口规模，推动我国传统

服务贸易向新兴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１６］。把

握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资源技术互补优势，能够

让市场之间深度融合，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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