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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测度及竞争战略研究 

范明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 

【摘 要】本文通过对浙江服务贸易发展的规模、增长速度、贸易差额以及贸易度依存度等数据进行分析，了解

目前浙江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再从国际市场占有率、TC、RCA、CA 等指数等方面，与上海的服务贸易进行比较测

度分析，发现两地在服务贸易发展上的不同，进而找出浙江服务贸易发展的缺陷并提出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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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浙江省作为我国的外贸大省，因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货物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但服务贸易的发展却

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浙江省最大的服务贸易收入是旅游业，其次是运输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通讯服

务(这些服务行业也是由货物贸易所带动起来的服务)，但还有一些服务，比如建筑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

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等其他商业服务浙 江几乎都没有涉入。浙江省与上海相比，很多项目并没有启动，

很多企业对服务贸易的不理解，不深入导致了企业对服务贸易意识的不够，也使得服务贸易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没有进展。政府

在政策方面对于服务贸易也不够重视，在经济政策上也并没有向服务贸易倾斜。而且我国还没有一部全面完整规范的国际服务

贸易法律，正是因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很多从事国际服务贸易的公司和项目难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出现贸易纠纷时，

也不能第一时间解决矛盾和问题，有时即使寻求法律帮助，也很难有下文。 

浙江服务贸易发展规模分析 

随着全国服务市场的打开，浙江省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较有竞争力的货物贸易为带动，服务贸易增长显著。从表 1 中

可以看出，浙江省服务贸易从 2000年的 7.89亿美元增长到 2009年的 156.1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的比重也从 2000 年 1.19%

到 2009 年 5.44%，期间基本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说明近十年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确实迅速。 

(一)增长速度 

由表 1 可以看出，浙江省服务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增长的平均水平，其中 2002 年至 2006 年期间增长速度较快，2007 年

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增速有所回落，而 2009年环比增长已成为负数，说明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导致浙江省和全国的服务贸易量受

到影响均有大幅下降。 

(二)差额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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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差额往往能反映出一个地区进出口发展是否平衡。从表 2可以看出，2000-2009年这十年期间，除了 2004年和 2009

年是顺差，其余年份都是逆差，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在服务贸易中浙江省进口服务逐年增多。 

浙江与上海的比较优势测度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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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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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提高说明该国该产业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强。 

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出口总额/世界出口总额 

从表 3 可以看出，浙江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 2000 的 0.02%增到 2009 年的 0.278%，市场份额是在逐年增加的，也

说明浙江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与上海相比，上海 2000年市场占有率就已经达到了 0.243%，远远超过浙江省。而浙江省服务贸

易占全国的出口额比重在 2009年是 7.13%，而上海在 2000年就已经占到全国的 11.98%。 

(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TC 

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或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占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它是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的一种有力工具，能够反映本国生产的一种产品相对世界市场上供应的他国同种产品来说是否具有竞争优势。TC 综合考虑了进

口与出口两个因素，能够反映一国某一产业部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TC的取值范围是[-1，1]，数值越大表示

竞争优势越强。如果 TC＞0，表示该国该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贸易竞争优势数值越大，优势越大。反之，如果

TC＜0，则表示该国是该产品的净进口国，该种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处于竞争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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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 1 

TC=(X-M)/(X+M) 

其中 X表示服务贸易出口额，M表示服务贸易进口额。 

由表 4可以看出，从 2000-2009年间，只有 2004年和 2009年 TC指数为正，其他年份均为负，说明近些年浙江省服务贸易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与上海相比，从 2000-2009 年上海服务贸易 TC 指数除了 2009 年为正，其余年份也为负，但整体均接

近 0，比浙江省总体来说国际竞争力强，这与上海市在全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量也是相符的。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纵观浙江省从 2000 年-2009 年的 RCA 指数虽然每年呈现递增趋势(见表 5)，但均在 0.8 以下，说明浙江省的服务贸易国际

竞争力很弱。而上海市 2000-2009年的 RCA指数均在 1.25和 2.5中间，说明上海的服务贸易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与

上面提到的 TC指数也相符。 

(四)显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 CA 

国际服务贸易显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 CA是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某产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中减去该产业进口的比较优势，主要

是剔除了产业内贸易带来的影响，从而得到该产业的真正竞争优势。 

表 6是浙江省和上海市 2000-2009年的 CA指数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上海的 CA指数均为负数，但是整体来说变化不大，

都是围绕在-0.8 左右浮动，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只有 2006、2007、200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在

2009年也很快回升到-0.89。浙江省服务贸易的 CA指数自 2000-2004年一直为负水平。但从总体上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2005

年和 2006 年 CA指数分别为 0.22 和 0.37，国际竞争力有大幅度提升。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和 2008年出口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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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下降，浙江省 CA 指数由正值转为负值，但在 2009 年又回升到以前的水平。说明浙江省服务贸易有较好的调节性，与国际

市场接轨紧密。 

提升浙江省服务贸易的措施分析 

(一)加大力度发展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并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 

增强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加大力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提高其服务业的水平。目前浙江制造业发展

已经居于全国的前几位，对于支持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也是越来越大，比如物流、广告、咨询、金融等相关服务，都需

要加大力度开展，为此，浙江省应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能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培养出一批具有自主品牌和

高附加值的服务企业。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浙江省也要注意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提高其质量，以求能带来更加长远和持

续的经济利益。 

(二)扩大市场经济开放度 

发展服务贸易要有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国际市场，那么浙江省要逐步开放服务市场，先开放旅游、劳务承包、商贸、

医疗等，后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文化、教育等，允许民间资本进行经营，并且大力引进外资，提高外资的利用率，加强国

内企业学习能力，与国内外公司进行技术交流。 

(三)注重服务业品牌建设并实施“走出去”战略 

浙江省加大市场开放程度的基础上，要鼓励企业进行集约化经营，并将企业推向品牌化、专业化、规模化。企业不仅要注

意引进来的政策，更要“走出去”。“走出去”是我国服务贸易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浙江省服务贸易

竞争力、分享世界市场资源的必然途径，也代表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四)强化政府孵化作用 

对于国际服务贸易企业，政府要给予政策倾斜与扶持，加大扶持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银行提供贷款业务，

开拓好的途径让国内服务性企业了解世界，开拓新的服务思路，从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升浙江服务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五)明确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各国主权观念以及彼此的文化、道德等方面观念的差异，各国政府对与军事、国防、安全、交通、通讯、

文化、教育等相关服务行业十分敏感，均实行重点保护，限制外国人或外国资本进入，以防止这些行业受控于外国服务提供者，

而给本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因而，调整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关系的法律以国内法为主。浙江省政府联合全

国司法体系部门，参阅国家法律文件以及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管理经验，因地制宜的制定出符合浙江、符合杭州的法律政策。

虽然处于初探阶段，但是也是为法律制度的制定迈出了一大步，以此更好的为企业服务，更多的开拓国际服务贸易市场。 

(六)鼓励培养优秀的国际服务贸易人才 

政府和高校都要重视国际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了解国际和国内各个层次和不同部门有什么样的人才需要，根据需求制定

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有计划的培养和开发或者引进人才。通过与国外服务贸易的对接，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具备相应经验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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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才，弥补国内服务贸易发展人才缺失的问题。浙江省政府结合地区发展优势，培养符合地区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型人才，

针对金融、电子、旅游、通信、教育、保险等行业进行学科交叉培养，更多的为地区服务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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