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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入服务业对
外开放的新阶段。这体现了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展示
了中国在全球服务进口方面
做出的贡献。服务进口既是
中国建设贸易强国、走向高
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
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服务进口将为世界经济
复苏和新一轮发展做出新贡献。

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是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需要，
发展服务贸易将成为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中国的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为建设
贸易强国打下良好基础。但建设贸易强国同样需要高
质量的服务贸易支撑，与世界主要贸易强国对比，中
国服务贸易仍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政府
也一直关注服务贸易发展，从 2016年就开始了 《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案》 的推进，并在试点经验及存
在问题基础上，于 2018年发布了更新版本的深化试点
方案。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版本《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中，提出要对标国际标准，逐

步取消或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并促进制造业服务业的
进一步融合。其中服务进口惠及国内国际，其重要性
日趋提升。

从国内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服务进口的发展
能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随着中国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跨境旅游、教育、
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进口稳步上升，为居民生活性
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促进了国家间的人才流动和
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服务进口能够强化国内市场竞
争，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
献正处于稳步提升阶段，2018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约为52.16%，同年美国服务业约占其GDP
比重的80.6%。相比之下，国内服务业仍有较大发展空

间，服务进口能够提升国内服务业市场竞争活力，从
而提升整体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从国际角度来看，在中国发展的双循环新格局
下，中国的大规模服务消费市场也能为世界经济带来
良好支撑。中国的大规模服务进口需求能有效增加全
球服务业就业岗位，对全球供应链起到稳定和保障作
用。2008 年以来，中国进口服务规模年均增长达到
11.2%，2019年旅游行业带动就业机会达1800万个。此
外，得益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疫情影响
下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势头稳中有进，知识密集型服务
进口仍能保持较高增长。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成功举办，提振了
市场信心，也给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中国的服务进

口仍会支持全球经济发展，
有力带动复苏。

下一步，中国仍将坚持
高水平对外开放，建立全球
互惠共赢的合作平台。中国
一直积极拓展服务贸易国际
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服务贸易伙伴国建立

合作机制，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等与服务进口相
关的展会也在国内陆续举办。预计未来 15年，中国进
口服务将超过 10万亿美元。中国会继续主动扩大优质
服务进口，长期为世界经济做出新贡献。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

服务进口有力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张建平

服务进口品质高伙伴多

站在模拟的生产线图纸上，一个 iPad 在
手，对准地面上任何画面，都能显示出相应
的智能控制场景；体验者戴上 VR 设备，就
可以在虚拟环境下对楼层进行沉浸式导航浏
览，促成“无界”交易；通过 UPS触屏物流
系统，从取件、支付、包裹追踪到开具发
票，在 UPS的官网微信账号上，中小企业就

可以完成跨境物流的各种报关手续，并且
支持微信支付……最“聪明”的小黄鸭

智能工厂、最“无界”的楼书、最贴
心的触屏物流，这些“看不见”的

好物都属于服务贸易，在今年第
三届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人气

旺盛，十分吸睛。
相比有形贸易的商品

进出口，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具有无形、快

速、多样化的特
点，包括商业

服务、通信
服 务 、

教育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等多个品
类。根据商务部近日发布的 《中国服务进口
报告 2020》，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累计进
口服务3.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2%，高于同
期全球 3.7%的平均水平，进口规模稳居全球
第二，贡献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 17.1%，对
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贡献居全球首位。

中国进口哪些服务？
以旅行、教育、文娱为主体的生活性服

务进口向高品质发展，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美
好生活。十八大以来，旅行进口从 1019.8 亿
美元增至2507.4亿美元，年均增长16.8%，是
同期全球增速的3.6倍，占全球旅行进口的比
重从 7.5%提高至 18.0%。中国出境旅游人数
2019年达到 1.55亿人次。教育方面，中国出
国留学人数从2012年的39.9万人增至2019年
的 66.2 万人，已是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地，
也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英国等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生源国。

生产性服务进口稳步提升，推动了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 5G、云计算、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并
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进口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中国电信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 268.6 亿美元，同比增
长13.0%。

从哪些国家进口服务？
中国服务进口伙伴遍及全球。《报告》

指出，2019 年，中国前十大服务进口来源
国 分 别 是 美 国 、 日 本 、 澳 大 利 亚 、 德

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
俄罗斯和法国，服务进口合计

2642.2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
进口的 52.7%。

“中国经济总
量 持 续 增

长，国富民强，人们对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
加，从而使进口服务的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
态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另一方面，服务进口质量提升
也是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带来的结果。”赵萍指
出，由于产业升级，中国对知识密集型的服
务进口需求大幅上升，进一步加速了产业升
级，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由于消费升级，
中国对世界各国特色优质服务的需求也在持
续增加。

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贡献

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引擎。过
去 10 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 4.2%，高
于货物贸易增速的 60%。金融、电信和信息
技术服务、商业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领
域的服务贸易，甚至是货物贸易增速的 2 到
3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进口服务4.9万
亿美元，年均增长 16.1%，远高于同期全球
7.2%的平均水平，对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贡
献率达 9.6%。

中国服务进口快速增长，增加了全球服
务业就业岗位。通过持续扩大服务进口，中
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出口市场、
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据世界银行及联合国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测算，2019年中国服务进
口给贸易伙伴提供超过180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服务进口，更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巨大
的服务进口需求，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
了广阔而稳定的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
延以来，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全产业
链复工复产，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在中
国“断链”。2020年1-8月，中国新兴服务进

口 93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

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出重要贡献。
“服务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

力。”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指出，以研发、金
融、物流、分销、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生
产性服务业，已经居于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以新基建为支撑、在线服务为代表的服务经
济，正在激活各个领域的发展动能，成为经
济增长最具活力的部分。

“中国是服务进口增量最大的国家，但
是存量上我们还差很远。中国作为第二大服
务贸易国，服务进口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 ， 必 定 会 为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注 入 强 劲 动
力。”赵萍指出，全球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
易来说目前总体规模较小，市场需求和各国
壁垒还非常多。“但是，中国利用经济持续
增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全球服务进口
需求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优势，有利于打开
国门搞建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另一
方面也为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作出了更多探
索，有利于推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
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赵萍说。

搭乘中国服务进口“顺风车”

2020年，中国举办了一系列与服务贸易
相关的展会，为全球服务提供商进入中国市
场创造更多机会。9 月份举行的 2020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 100 多个国家
及地区的2.2万家企业机构参与，签订协定协
议类成果 240 项。第三届进博会上，专门开
设了服务贸易展区，金融服务、酒店服务、
物流服务、社区服务等“集结”于此，吸引
不少人驻足。

目前，中国已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服务贸易往来，同 14个国家建立了
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未来，中
国会继续主动扩大优

质服务进口。”赵萍表示，中国乐见各国搭
乘中国服务进口的“顺风车”，各国高质量
服务进入更广阔的中国市场，有利于更好地
满足中国人民需求，惠及世界人民，增进人
类福祉。

商务部 《报告》 还强调，中国国际化法
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将更加优化。中国营商
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未来中国将与各
国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共同开创
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
任周晋竹指出，中国为服务贸易发展打造越
来越开放的营商环境，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
经济良性循环，同时中国规模巨大的服务贸
易进口市场还有利于带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
恢复，将成为各国应对经济下滑、实现经济
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商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10 月，
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257.8 亿元，同比下
降16.1%。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解释说：“当
前海外疫情持续蔓延，使世界范围内旅行服
务进出口继续受到严重影响。剔除旅行服
务，1至 10月中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2.3%，进
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商务部服贸
司司长陈春江预测：“预计未来 5 年，中国
服务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达 2.5 万亿美元，占
全球比重将超10%。”

“进口优质的服务是国内消费升级的必
然需要，引进服务能力更强、品牌口碑更
好、更加本地化的服务，对于未来提升中国
服务贸易质量、更好地服务国内产业升级和
消费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
的。”赵萍说，“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造
成了暂时性影响，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
有变，预计未来中国服务进口将继续保持增
长的态势。”

图①：今年服贸会上的智慧医疗机器
人。 杜建坡摄 （人民视觉）

图②：观众在进博会服务贸易展区波斯
魅力馆展台前拍照。

新华社记者 张豪夫摄

图③：德勤公司的“小黄鸭智能工厂”。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图④：今年 9 月，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中轴景观大道的服贸会展区。

新华社记者 郑 悦摄

中国服务进口连续7年稳居全球第二——

“看不见”的服务，“看得见”的共赢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累计进口服务3.4万亿美元、每年给全球贸易伙伴增加了18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未
来5年有望达2.5万亿美元——前不久，商务部发布的 《中国服务进口报告2020》显
示，2013年以来，中国服务进口连续7年稳居全球第二，对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贡献居
世界首位。专家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开放合作和服务贸易成为
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服务进口既满足自身需要又惠及全球，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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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累
计进口服务 3.4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9.2%

●服务进
口规模稳居全
球第二

●中国服务进口
为全球经济作贡献

2019 年，中国服务进口给贸易
伙伴提供超过180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会继续主动
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预计未来 5 年，中国服
务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达 2.5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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