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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是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文章总

结分析了四个典型发达国家扩大服务业开放经验——美国：战略先行，建立发达的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

系；英国：金融领跑，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融合发展；德国：政府引导，发挥服务贸易展会优势；

日本：“渐进式”开放服务市场，大力扶持知识密集型产业，发现他们的共性在于都具有高效的监管机

构、强竞争力的服务产业以及重视创新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还比较低、服务贸易

的发展相对落后，应借鉴发达国家扩大服务业开放的经验，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促进服务贸易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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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anding the service opennes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are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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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for building a high-level opening-up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
opmen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of four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xpanding the service openness—The United States: take the strategy first, establish a devel-
oped service trade export promotion system; Britain: finance leads the way, and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develop together; Germany: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carry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service trade exhibitions; Japan: “Gradually” open the service market and vigorously support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finds that their common features lie in their efficient regula-
tory agencies, strong competitive service industries, and emphasis on innovation.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opening level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is relatively backward.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e-
veloped countries in expanding the service opennes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pening level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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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持续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统筹推进服

务贸易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业作为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的重要力量，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层面来看，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全球经济

服务化成为新的趋势[1]。然而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放缓，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加上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服务贸易也将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普遍超过 70%，服务贸易总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比超过 20%。2021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

值达 60.97 万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 53.80%，服务贸易总额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为 11.69%，与发达

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分析并对比典型发达国家服务业开放的经验与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进一

步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还对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相关研究 

2.1. 文献综述 

服务业开放的测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进出口以及

国际组织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是衡量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指标[2] [3]。 
发达国家较早地实行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政策，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杨雪等(2020)分析总结了欧美和亚

洲发达国家扩大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指出政府和社会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建立良好的服务业开放市场[4]。王绍媛(2011)总结了美国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一系列政策，强调

以服务业发展作为基础、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作为国家战略，对内建设良好环境、对外积极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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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黄丽萍(2013)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角度出

发，对比分析了美德日等国扩大服务贸易开放的政策经验，为我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提供参考[6]。张昕

(2018)则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德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与竞争力，提出以扩大开放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7]。 

2.2. 美英德日中服务业开放的国际比较 

2020年美英德日四大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53.51%1，服务业开放水平较高、

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成熟、国际竞争力较强。因此，本文选取美英德日四大发达国家，与中国服务业开放

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基于现有研究，本文选取服务贸易依存度(服务贸易总额/GDP)和 OECD 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作

为衡量国家服务业开放的指标。2020 年中国的服务贸易依存度为 54%，美国 81%、英国 80.5%、德国和

日本均为 70%，中国的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较大的差距。从 OECD 公布的 2021 各国服务贸

易限制指数来看，中国各服务贸易行业的限制均要高于中美英德日五国的平均值，具有较高的限制，在

会计、电信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尤为明显。与 OECD 数据库中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相比，中国仅有 6
个服务行业的限制低于平均值，服务业整体开放的水平较低 2。 

3. 典型发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经验总结 

3.1. 美国：战略先行，建立发达的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系 

3.1.1. 完备的战略政策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美国拥有完备的战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对内，美国政府通过立法、设立机构等手段，打造了良好

的营商环境，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基础。政府联合各服务行业协会，高效地管理服务业，有

力地支持了服务业的发展，为服务业的高度开放打下坚实基础。早在 1995 年，美国政府确定“服务先行”

战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逐步建立起 4 个高效的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系，鼓

励国内企业开展跨国服务，为其提供支持和保障[5]，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出口与国

内服务业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对外，美国积极进行国际贸易谈判，抢占制定规则的话

语权，拓展海外市场，为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政府积极推动“乌拉圭回合”

多边贸易谈判，最终签订《服务贸易总协定》，为美国打开海外服务市场大门，提供市场准入机会。 

3.1.2.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相互促进 
美国高度重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在服务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

幅度攀升，保持高增长率状态，一跃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大产业。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

数据显示，2021 年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6.49 万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5.44
万亿美元，2015~2021 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值超过 77%。服务

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进一步扩张，服务贸易的对外扩张又进一步带动了

对外直接投资，二者相互促进，维持美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 

3.1.3. 强大的人力资本储备加大服务贸易优势 
美国历来重视人才的吸引与培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将教育作为国家战略，加大对教育和科研创

新的投资。美国对教育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灵活的人才引进与教育培养战略为美国提

供充足的人力资本，保证了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不竭的人力资源供给持续性创新，大大增加了服务产品

 

 

1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计算而得。 
2囿于篇幅限制，相关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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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和范围、提升了服务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提升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且强大的人力资本

促使美国的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进一步促进了服务出口。此外，

得益于先进的服务技术，美国在服务领域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成为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者，“量

身”制定政策、充分发挥优势，保持国际竞争力。 

3.2. 英国：金融领跑，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融合发展 

3.2.1. 积极开放服务业市场，推进金融服务自由化 
上世纪 80 年代，英国开始重视市场开放，推出一系列政策吸引外资，刺激市场活力。随着经济的恢

复，得益于长期积淀的金融聚集优势，资本、技术大量流向金融部门，政府适时推进金融全面自由化，

实现金融业对外的高度开放。随着大批国际金融机构入驻英国市场，英国政府适时完善管理体制，形成

了健全、成熟的监管体系，高效地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企业顺利开展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业成为英国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高度开放的金融业对英国服务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1
年英国金融与保险服务占服务出口的 27%、进口的 11%，创造了 85.98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高度开放的

金融体系吸引着全球各类投资者，英国在外汇交易和衍生品交易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金融业的高度发

达，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如法律服务、管理咨询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聚集优势。 

3.2.2. 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发展 
英国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制造业融资、生产、营销和贸易的过程中提供高

质量的咨询和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高技术服务要素的投入有效地

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率，推动了货物贸易的发展。相应地，货物贸易的不断发展，对货物融资、货物保险、

会计、法律等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大，持续带动相关服务贸易的发展。从融合结构来看，2021 年英国的

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 84.19%3，金融保险、法律咨询、会计服务和管理咨

询等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服务融合进产品，产品附加值更高，竞争优势明显。 

3.2.3. 高度重视服务企业创新 
作为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英国一直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明确提出：“使英国成为业务创新和公

共服务创新的标杆国家，以确保其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公共服务。”在金融服务等优势领域，

英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创新。英国政府审时度势，适应市场需求，制订灵活的监管政策，极大地释放市

场活力，激发金融创新。对外，英国政府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推动金融科技计划，为全球的金融科技企

业与银行的合作提供平台，吸引更多金融科技人才，维持金融国际竞争力，发展新兴业务，适应国际市

场的不断变化。正是英国政府对创新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在服务创新领域，英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成为服务贸易强国。 

3.3. 德国：政府引导，发扬服务贸易展会优势 

3.3.1. 政府发挥“规范”、“引导”和“服务”作用 
德国政府在积极引导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德国政府充分

认识到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将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到与制造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德国政府制定了

完善的服务行业法，规范了服务业的运行和发展。此后，政府根据发展需求的变化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的

风向，及时修改和补充相关法案，有力地保障了服务业的发展。最后，德国政府还积极与民间组织合作，

建立科学高效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几乎各服务行业均有相应的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树立“服务”意

识，各司其职，为企业提供信息支持，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3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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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展会，扩大优势 
德国是世界展览大国，其中服务贸易展会更是德国服务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德国大力推动服务贸易

展会的发展，对内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宣传力度，对外积极寻求合作、拓展海外市场。德国的服务贸易

展会是展会公司与行业协会合作的成果，一般由知名展会公司负责展会运营，在市场分析、营销推广、

组织研讨等方面和协会紧密合作，强化本土特色，覆盖上下游的产业链，诸如柏林国际旅游展、法兰克

福消费品展览会等著名服务贸易展会，在世界享有盛誉，形成了很强的品牌效应 4。服务贸易展会的成功

举办，不仅能为展会公司带来声望名誉和利益，还为当地的酒店、交通、餐饮和物流等服务业提供更多

盈利机会，进一步强化了德国服务贸易展会强国的地位，扩大了竞争优势。 

3.3.3. 推进服务标准化建设进程 
服务的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服务标准化工作的国家

之一。1996 年德国标准化协会成立机构“适用性与服务标准化委员会”，专门负责服务标准化工作。2009
年德国政府成立了服务业标准委员会，与经济与技术部配合制订服务标准。同年成立服务业协调机构专

业委员会，对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进行统一调度和管理。加快服务标准化的建设，提升了服务企业的

产品质量、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有力地推动了德国服务贸易出口。 

3.4. 日本：“渐进式”开放服务市场，大力扶持知识密集型产业 

3.4.1. 结合国情，“渐进式”开放 
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了自身发展服务贸易的优劣势，采取“渐进式”开放的模式。一方面，积极引

进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保险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模仿学习，提升自身发展水平。逐步放开金融和

保险领域的限制，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进驻日本，改善市场结构、增强市场竞

争，倒逼国内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为保护国内产业，日本制定了适当的保护措施，例如以增加税收的

方式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限制，有效地减弱了外资对国内金融保险的冲击力度，给予本土企业缓冲和适

应的时间。日本金融业以“渐进式”的开放为敲门砖，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也使金融业

逐渐复苏并成长为优势产业。 

3.4.2.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行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日本针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制定了许多优惠和扶持政策，针对高技术含量、高生产率的行业进行重点

扶持，优化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加大服务贸易竞争力[8]。同时日本希望通过知识

产权保护来保持竞争优势，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把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日本成长为知识产权强国，相应地，知识产权贸易

业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保护了国民的知识产权、激发了国民创

新，还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开放，2020 年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78.94%，在 2021 年这一数值预估将达到 80.44%5，在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使用和特许经营等方面具有明

显的竞争优势。 

3.4.3. 重视科学技术研发，培养竞争优势 
日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研发。日本的教育投资、研发投资、科学技术基础条件等均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日本还具有成熟的人才机制，采取了许多鼓励措施吸引各类人才，这极大地提升了日本

的科研水平。此外，日本还大力扶持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财政、法律等方面为高新技术产业保驾护

航。这些措施增强了日本的科学技术实力，培养了一大批科技型企业，从根本上促进了日本技术和知识

 

 

4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商务经济处(http://de.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002/20100206773132.shtml). 
5该数据由作者根据 UNCTAD 数据库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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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日本服务贸易的附加值率，增强了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促进了服务

贸易出口。 

3.5. 总结 

通过对比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四大发达国家扩大服务业开放的经验，可以发现四国拥有一些共

同点： 
第一、高度重视服务业开放。美国确立了“服务先行”的国家战略，英国适时推进金融服务全面自

由化，德国将服务贸易的地位提升到与货物贸易同等高度，日本采取“渐进式”开放。对内，四国都积

极完善立法、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服务业开放；对外，积极开展国际谈判，拓宽国际市场，争夺开

展服务贸易的话语权。 
第二、培育竞争优势产业。美国的信息服务、英国的金融保险、德国的服务贸易会展以及日本的知

识产权使用等，在相应的领域形成了明星品牌，享誉国际，具有极强的贸易竞争力。四国抓住比较动态

优势，积极扩大优势、开展相关服务贸易，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 
第三、重视人才、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四大发达国家都拥有成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且

创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高度重视创新，出台多方面的政策鼓励创新，并强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维护

创新者利益。持续的创新，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进一步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4. 对中国的启示 

4.1. 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 

服务业的开放对于国家的贸易体系和国民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应该根据国内各服务业发展的

情况以及竞争力，选择不同的开放政策，分层次、渐进式地降低服务业的限制。对于较为成熟且具有一

定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扩大开放、降低对外资的限制，鼓励本国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对于

不成熟且敏感的行业，可以选择在自贸区进行实验开放，结合中国特色、打造错峰优势，为对外开放积

累经验。同时，要确立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达成共识，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制订

国家层面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战略，统筹国内服务业和国际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提升贸易实力。 

4.2.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培育数字服务贸易优势 

制订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人才机制，鼓励服务贸易创新。首先，大力发展新技术、

新管理，积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业，打造两业融合平台，建立保障机构。现阶段，依托我

国货物贸易的传统优势，带动相关会计、保险、运输等服务贸易的发展，加快货物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其次，顺应后疫情时代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大力支持数字服务创新，利用我国在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

机领域的相对优势，夯实数字服务贸易的技术基础，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改

革，培育数字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建立品牌效应，提升我国服务企业在国际上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 

4.3. 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 

我国在服务领域的法律还比较薄弱，必须加快建立健全服务业法律法规，明确细则，确保服务贸易

的发展过程有法可依。政府层面，加快构建统一、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管理体系，确保各部门之间高效

的管理、沟通和协作，为服务企业提供咨询、信息支持等服务。同时，应由政府引领，建立全国性的服

务业联合会及各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各行业协会联合对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调度，覆盖各个环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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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服务贸易的发展。 

4.4. 积极参与服务贸易谈判，争夺话语权 

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服务贸易规则面临重构。以往以美欧为主导的规则制订，对中国

的限制明显。因此，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主动争夺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话语权，切实维

护本国利益。一方面，加快推进国内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建设发展，以服务贸易开放为重点，主动对标国

际规则，探索制订中式服贸规则，建立符合国情的负面清单制度，为中国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开放积

累经验。另一方面，以 RECP 生效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倡议并主导相关服务贸易规则制订，

提升中国自身制订服务贸易规则的能力和谈判能力，扩大中式服务模板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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