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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8_B4_B8_E6_c36_328922.htm （一） 从发展中国

家的角度，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评价 "服务贸易总协定"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服务贸易自由化框架，确实极大地推动了

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

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整个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首先，服务贸易自由化存在部门性的

不平衡。金融和基础电信协议的高标准与自然人流动协议的

低标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想要通过GATS扩大劳务输出的期望完全落

空。世界贸易组织部门性逐步自由化的谈判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被发达国家主导，从而使发达国家的优势部门成为了谈判

中的优先部门。 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涉及发展中国家

利益的一些条款过于含糊。例如，对于限制性商业惯例，协

议的规定十分含糊。基本上起不到保护发展中国家免遭垄断

行为伤害的作用。 另外，整个"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方式

，也显得十分复杂。 （二） 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的现

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发展十分迅速。第三产

业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其占国民经济

的比重从1980年的20.6%上升至1998年的32.8%。但是，这种产

业结构相对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来说，仍然是比较落后的。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大多超过60%，就

业比重超过70%。即使是印度，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1990

年也有40%，1995年更高达46%，1995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的这一比重也分别为42.4%和42.8%。 另外，我国服务业的结

构也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不发达，服务业的技术含量很低。

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发展。服务业地区发展也极

不平衡。整个服务业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不够。 在这种情

况下，我国的服务贸易尽管已经开始发展，但仍然显得比较

落后。1998年，我国服务出口的排名为15名。占世界出口

的1.8%。同时，服务进口排名为11位，占世界服务进口

的2.2%。相比而言，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还低于货物贸

易的发展。 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已经占整个商品贸易额

的20%左右，而1998年，我国的服务出口只占整个商品出口

的11.1%。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三） "服

务贸易总协定"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简

单的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促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外来的竞争一方面带来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带来现代服

务业的经营经验和技术。这都可以促进中国的原有的服务行

业的发展。在服务业中，许多技术的渗透作用和示范效应要

大于制造业。在服务业中，国内原有企业迎头赶上的可能性

要大于制造业。 二是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中国目前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

后，"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助于带动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 三

是有利于利用外资。一方面是"引鸟筑巢"，创造了更好的投

资环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利用外资的渠道，例如外资银行

等。 四是增加就业。许多研究证明，服务行业即使在技术含

量很高的情况下，其吸收就业的能力仍然远远高于制造业。

而且不大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减少就业吸收能力。 五是促进解

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瓶颈问题，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一般来说，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大多出现在服务行业。以

运输，通讯，银行，社会保障等领域尤为典型。 六是以改善

市场结构的方式，推进竞争体系的建设，从而推动新一轮的

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这在电信和金融

两个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