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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论坛

一、引言

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生产性

服务这一概念，它是生产部门的后续投入,直接影

响商品和服务的完善,也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1980年起，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进

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为了让中国更好地发挥优势，

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克服国内资源的制约，实现资源

专业化发展可以引导国内资源进入国内优势产

业。生产性服务贸易反映了国家的生产水平，是国

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研究进口产品的技术

复杂度不仅可以节约国内资本，还可以进一步促进

国家出口。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因此，研究进口技术的复杂度是非常必

要的，这不仅可以稳定中国“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的位置，而且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国家贸易

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目前的相关文献大多数是以生产性服务贸易进

口总量来考察其对生产力和服务的影响。一些文

献从服务业不同行业的进口价值角度出发，探讨生

产对劳动率或出口价值的影响差异，但该方法忽视

了进口生产者的整体素质。本文着眼于技术含量，

借鉴Hausmann等人（2005）采用的技术复杂度指数

衡量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服务各个行业和其子行

业进口技术的复杂程度，从而研究在国际上的影

响。

在“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背景下，

提高进口技术水平很重要，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的

国际竞争力也很有必要。长期以来，中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受资源和技术限制，核心业务未能取得进

展，无法满足生产性服务贸易对高技术高质量的生

产性服务的迫切需求。所以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

及其分行业两个方面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

技术复杂度的比较研究。

二、中美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数据建议用表格取

代）

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比较研究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比较研究
■ 沈树明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符 磊 河海大学

摘 要：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贸易是调整一国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各国综合实力的竞

争也从传统货物贸易逐渐向新的服务贸易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对比了中美两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现

状，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纷纷选择技术创新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整体

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部，产品普遍存在附加值低、关键技术不足、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接着选取服务贸易

进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衡量生产性服务贸易水平的指标，然后分析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差距，研究服务贸易

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最后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进一步提升中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的进口技术复杂度。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品投入要素,为生产性服务贸易提供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

术,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中国；美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共享与保护机制研究（课题编号 20BJL063）》；2019年度江

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2019SJA2216）》课题研究成果；2018年第二批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1802080014）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沈树明（1982—），男，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服务贸易与国际投资。符磊（1983—），男，河海大学副教授；研究方

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

10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国际商务论坛

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一直是评判一个国家生产

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标准之一。如图1，列举了

2015年至2020年中国和美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

额。2019年12月疫情暴发，国内外各个行业都受到

了冲击，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受到了重创。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显示，由

于中国疫情是在2019年12月爆发的，然而那时候国

外还没有具体的报道，所以在2020年初的时候中美

两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下滑的还不是很剧烈，

但是从2020年3月开始，生产性服务贸易就急剧下

降了。2020年6月，经季节调整后，美国服务贸易总

额为 893.1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7.9%，环比增长

1.2%，较上个月相比是有一个缓慢上升趋势的。

2020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美国大

体一致，和上一年相比都是呈现下降趋势的。

图 1 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

中国在2019年全球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排名第

一，达到了45761.26亿美元。而美国则排名第二，

2019年的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也超过了4万亿美

元。但是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却远不及美

国。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加工业的生产，为生产

过程提供大量专业知识和技术，是提高加工业国际

竞争力的宝贵动力。如今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

术和丰富的资本，在生产性服务贸易中处于领先地

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技术落后，只能依靠从

发达国家进口来弥补不足之处。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维持

生产需求，并且中国对生产性服务的进口一直在增

加。对比美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情况，中国生产

性服务贸易与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从 2015 年的

5531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4955亿美元。这是一

个好的发展形势。2022 年 4 月 6日中国商务部公

布 2022 年前两个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较好

增长趋势，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9534.8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3.5%。想要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额

就得通过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增长，在智力、技

术、知识产权和文化创造等方面提升。中国贸易

总额的逐步上升也说明了美国是服务贸易强国，

其服务贸易总额排名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也不甘

示弱，虽然起步晚，但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不久的

将来定能与美国抗衡。

（二）生产性服务贸易差额比较

如表1所示，2015年至2020年这六年期间从中

美两国的进出口差额及进口与出口的增长情况可

以看出，中国的服务贸易额长期处于逆差但是服务

贸易的规模是在不断增加的，同时近几年服务进口

增长速度快于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导致

服务贸易逆差依旧变大，因此不难看出中国的服务

贸易基础比较薄弱，服务产品供应短缺，需要从境

外进口服务高端产品。

而美国这六年期间一直是生产性服务贸易顺

差，从美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服务业在其经

济、就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19年，服务业增

加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9%，侧面折射出发达

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合

理，服务贸易出口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形式，其中包

括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但有一个行

表 1 2015-2020年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中国出口

2882

2083

2281

2668

2836

2806

中国进口

4248

4492

4676

5252

5014

3811

中国逆差

1366

2409

2395

2584

2178

1005

美国出口

7684

7805

8304

8624

8758

6971

美国进口

4978

5119

5448

5621

5884

4601

美国顺差

2706

2686

2856

3003

2874

2370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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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滞后发展的是知识资本密集型现代化产业。如

今中国一直倾力于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使中国服务

贸易的出口结构正在缓慢改变。

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大于2020年中国服务

贸易逆差，从2015年的逆差1366亿美元减少到2020

年逆差为1005亿美元。从此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现

在的进口产品与出口产品是越来越趋近的。但是，

在中国服务业出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品附加值

低、结构不合理和基础技术等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尽

快提高进口技术复杂度是贸易发展的关键。

（三）贸易结构比较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包含很多层面，比如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运输服务，旅行服务，知

识产权使用费，维护和维修服务，政府服务，金融服

务，保险服务等。本文着重选取几个比较重要且最

能反映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问题的数据。如

表2所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极不平衡，一是

主要集中在旅行服务，占比近半，但近年来这一比

例从49.6%下降到22.3%，因疫情的原因，2020年的

数据下滑厉害，但从2015年到2019年也是有下降趋

势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所占比重从5.4%

提高到 14.2%，知识产权所占比重从 3.2%提高到

7.0%。说明中国越来越注重高技术服务行业，深刻

意识到了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性。而金融保险服务

占比一直较低，仅为0.7%-1.1%，所以该服务行业应

该引起重视。

同样从美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层面中也选取

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服务行业，与中国的数据对比，

如表3所示，美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较为均衡，从

结构上来看服务业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从年

份上看除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行服务，其他服务

业之间的占比差额较小，每年的上下浮动不大，可

见美国发展比较平稳。平稳虽是好事，但是长年如

此会导致经济的落后，不如中国发展迅速。

三、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

比较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贸易分行业技术复杂度比较分

析

生产性服务贸易具有很多的分行业，在本文的

研究中将选取运输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

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

业服务作为测算技术复杂度的分行业。测算指数

越大表示该服务所包含的技术含量越高。如表4，

六个服务贸易分行业近几年基本都是上升的，只有

2020年的运输服务有一点下降，这主要是疫情的原

因，其他分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受疫情影响不大。从

表 2 2015-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单位：%）

行业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运输服务

17.6

17.4

18.7

19

19.2

22.9

保险服务

1.8

2.6

2.1

2.1

2

2.7

金融服务

0.7

0.8

0.8

0.7

0.8

1.1

知识产权使用费

3.2

3.8

4.8

5.2

5.2

7.0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5.4

6

6.7

9

10.3

14.2

旅行服务

49.6

46.5

42.2

39.9

36.4

22.3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得出

表 3 2015-2020年美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单位：%）

行业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运输服务

14.8

14.3

14.2

14.4

14

11.1

保险服务

5.1

5.3

5.1

4.3

4.6

6.5

金融服务

10.3

9.7

10.3

10.3

10.2

9.8

知识产权使用费

13.3

14

13.4

13.2

13

13.8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5.9

6

6.1

6.1

6.3

7.8

旅行服务

25.8

26

25.8

25.7

25.3

15.3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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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看出，传统的低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贸

易受环境等因素波动较大，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

贸易受到的影响不大，所以要大力发展技术复杂度

高的行业。2015年到2020年金融服务技术复杂度

指数最高，排在第二的是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15

年到2020年的增长率分别是：运输服务14.9%；保险

服务 24.5%；金融服务 22.8%；知识产权使用费

18.2%；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24.8%；其他商业服

务19.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增长最快。借鉴杨玲（2014）的分类方法，对

以下六个分行业进行二次划分，即每个分行业的技

术复杂度从2015年到2020年的平均技术复杂度测

算 ，结 果 如 下 ：运 输 服 务 25295.57；保 险 服 务

29044.54；金融服务 48606.77；知识产权使用费

45612.22；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28670.71；其他

商业服务26799.05。再根据技术复杂度平均水平

由低到高分为三类：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属于

低技术生产服务，保险服务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服务属于中技术生产服务，最后金融服务和知识产

权使用费属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

（二）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比较分析

通过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分行业技术复杂度的

对比分析，就可以得到国家的进口技术复杂度。

图 2 展现了 2015-2020 年中美进口技术复杂度指

数的变化情况。通过折线波动反映的对比情况，

可以直观地发现 2015 年中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

是很低的，但是有上升的趋势，这是一个好的发展

现象。从 2018 年开始中国的进口技术复杂度有

很快的提升速度，并且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主

要是因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起步较晚，初始成

本较低，所以增速快。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生产性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也会随着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高而提高。

图 2 中、美进口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出

在整理计算数据的过程及对比情况中发现进口

技术复杂度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是技术密集型服务

行业，要想更快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就得从服务贸

易结构行业去改善，提高各项高技术进口复杂度。

全球最大的顺差国和服务贸易国是美国，其经

济地位也十分显赫。蓬勃发展的生产性服务贸易

与高技术进口复杂度密切相关。电信产业是美国

日趋激烈的服务竞争产业。面对基础电信（如电

话、电视机和无线电）的饱和，美国的此行业现在上

升很慢。而这只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分支。中

国需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提高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

产业升级。

（三）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

分析

通过上面文章的比较研究，中美生产性服务贸

易进口技术复杂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还

要对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一个国家想要进口

某种商品到国内需要看本国对该商品是否有需求，

所以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时还要观察这个国家

的需求状况。中美两国的消费趋势变化一致与否

以及中美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否相近，两者关系很

大，当需求结构相似时，中美两国之间就会发生贸

易。由此可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中国的

表 4 生产性服务贸易分行业技术复杂度指数

行业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运输服务

23152.42

23018.07

24590.03

26559.51

27845.06

26608.31

保险服务

25754.10

26518.68

27669.16

30408.89

31842.17

32074.25

金融服务

44255.72

43283.93

45050.65

51441.41

53269.06

54339.84

知识产权使用费

42023.07

43248.60

44336.07

46127.45

48287.03

49651.10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25992.98

25771.12

27236.22

29316.65

31256.23

32451.03

其他商业服务

24249.17

24679.31

26094.71

27982.91

28745.42

29042.78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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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进而影响到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一段

时间内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可以提高生产性服

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从而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值飞速增长，

其中出口贸易额涨速明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

推动力，这与中国企业的“出口偏好”和“出口形式”

有着直接关系。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企业发展的好不仅与企业管理有

关系，同时也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双方的努力

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根据技术差距理论，发

现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对进口产生的影响是

不同的。这主要是由于研发投入力度不一样。研

发投入的增强可以影响中国的进口贸易，接着影响

到进口技术复杂度，国内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得进口

高技术产品相对减少。

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度与进出口有一定关系，

生产要素的进出口发展程度取决于开放度和贸易

伙伴间的交易壁垒。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生

产性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

贸易的发展快慢与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波动息息相

关。目前以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决定了出口

贸易的扩大，这直接导致进口商品的增多。中国的

贸易主要是两端都在国外，中间在国内，即出口商

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源、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等

都来自国外，生产厂商通过加工这些进口商品，改

善劳动生产率和出口的整体实力。随着中国经济

发展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出口产品越来越要求有竞

争力，所以应该扩大出口，出口贸易对中国进口技

术复杂度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比

较研究以及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

杂度对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得出以下

结论：

首先，从生产性服务贸易整体角度来看，不同类

型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由于中国生产性服

务贸易进口技术的促进效果不一样，其中影响最大

的是高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这是受技术复杂度的

影响，而且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生产过程中

投入品的技术含量要求不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对

技术的要求高于其他类型的服务业及其生产要素

的整体技术水平，从而与进口的生产力服务相匹配

和协调，实现效用最大化。同时，技术溢出效应的

促进作用也是最大的。

其次，从生产性服务贸易分行业角度来看，生产

性服务贸易的中低高进口技术复杂度可以促进各

种类型服务产业的产业升级，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产

业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主要受要素配置的影响，

中国生产性服务开发水平低，因此存在局限性。与

高技术生产性服务相比，进口的高科技生产服务与

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度和匹配程度都更高，起到的

作用也更大。此外，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将因生产性

服务贸易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低而得到更大的产业

升级效果。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

（一）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长期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出口，并

且由于不断增加的贸易总额，服务贸易出口的扩大

优势也不断彰显。从上文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

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不如美国，

主要是出口额拖了后腿，扩大服务贸易出口迫在眉

睫。并且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相关的贸易优

势凸显，但要进一步发展才能获得这一优势。加快

贸易发展，确保贸易交易质量可以使中国经济持续

稳健发展。但必须能带动中国处在劣势的服务行

业，在能保证质量的同时扩大贸易出口。提高进口

技术复杂度从而带动经济增长需要通过合理分配，

提高复杂性，统筹安排，逐渐减少低级技术的进口

数额。

（二）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从上文对贸易结构比较的叙述中可以发现中国

的进口大多是运输服务和旅行服务，但美国更多的

是知识产权使用费，所以中国就需要优化进口贸易

结构。进出口贸易的复杂性与出口技术有着密切

的联系，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也有正面影响，出

口的转型和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我们必须

通过开发和利用来发挥进口技术的优势。由于中

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不能明显的提高进口技术复

杂度，但是我们可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各项行

业，比如运输服务业，它的增加可以使其他的行业

比重下降。同时要有目的性地提高金融服务、信息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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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专利的数量。不然长时间低质量的生产性服

务贸易进口就会使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

事实上，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在进口方面具有绝

对优势，这意味着中国与国外先进技术交流的机会

比其他国家多。这也就更方便了我们提高进口技术

复杂度，不过前提是要提高出口技术水平，改善进口

贸易，要保证进口贸易可控范围的扩大，增加技术扩

散潜力。积极敦促技术先进国家放松高新技术产品

的管制。进口高新技术产品来优化贸易结构，尤其

是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和中间产品。

（三）完善政府制度

从上文对影响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

因素的分析中发现，要想提高技术复杂度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这样就需要确立更加完善的政府制度。

第一，可以通过良好的政策环境有效降低经营成

本，对提高出口水平也有直接影响；第二，技术的创

新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包括自主研发和技术模仿。

政府取得了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进展并且意识到制

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中国外贸产业升级仍然

迫在眉睫。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降低国家调控和市场干预水平，加快民营

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发展，不断营造新的制度优

势。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使之拥有国际化水平，

能够实现长远发展。

企业高额利润的重要来源是知识产权，并且现

代公司的发展中知识产权的占比也越来越大，主要

就在于知识产权有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

其成果可以作为商品独立存在。不过由于法律制

度的不完善使得中国知识产权环境并不理想。建

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却站在知识传播的角度，这

样是不利于知识和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对生

产者以较低的价格取得国际先进技术也是不太可能

的，所以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另外知识产权保护措

施可以使技术的研发更多，也可以促进本土研发和

国外先进技术的再次创新。因此，从长远来看，有必

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为了全面装备中国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知

识产权法律体系建设，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

技术的保密、产权的转让等，确保国外知识源源不断

引进中国。通过从政策入手，完善制度的方法来扩

大生产性服务贸易，提高进口技术复杂度。

（四）加大科研力度

上一小节提出的完善政府制度的相关对策与加

大科研力度是相辅相成的。加大科研力度需要完

善的政府制度作为基础。虽然通过进口技术可以

有效改善中国出口的技术复杂性，但是我们依然要

思考很多问题。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我们才能真

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中国要通过国际贸易来积累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并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坚持自主创新，扩大中国的

创新机遇，加速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国家的科研

经费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外技术的

吸收与模仿。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存在

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总体研发投入不足，二是企业

积极性不高且效率低，三是对国家科研的投入不

高，投资结构也不合理。

政府要加大研发力度，优化投资结构，提高科研

投入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大力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保证构建有用的投资机制，改善国家高技

术资源完美配置。通过建立符合国情的政策体系，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调动积极性，鼓励企业加

大发展投资。同时也可以驱动创新力，鼓励生产性

服务企业扩大资本技术和人才投资，通过建立信息

服务、创意设计、产品评估等高级公共服务平台和

技术研发中心，可以降低生产和服务企业的投资成

本，提升生产性服务贸易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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