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服务贸易竞争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4950475

10位ISBN编号：7504950475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中国金融出版社

作者：吕世平

页数：3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论>>

前言

　　一个国家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该国服务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服务贸易状况是其国内服务
业发展水平的国际体现。
在全球经济结构变迁中，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是一个基本趋势，发达国家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就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结构调整，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纷纷达到或超过6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产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加速完成
了质的飞跃，并使服务业通过国际贸易进入世界市场。
在国际多边贸易机制中，服务贸易也成为贸易自由化的新焦点。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原因，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
重视，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以至于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伴随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的到来，我国势必要降低市场准入壁垒，
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允许外资进入银行、保险、证券、电信、运输、旅游
、教育、会计、法律、咨询等服务领域，这将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形成严峻挑战，进而影响我国服务贸
易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认真分析和评估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合理有效地把握服务业的开放进
程，积极参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促使服务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
研究课题，亟须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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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的大背景，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
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剖析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全球化的全新视角来审视我国服
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的国际化程度，服务贸易差额
与服务贸易竞争指数的国际比较以及对我国金融业、旅游业、通信业、交通业、零售业、物流业等行
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找出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障碍性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
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对策建议，进而为政府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服务贸易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基础上
的新兴产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它不仅在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支柱产业的战略替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各国国际收支平衡中
也发挥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服务贸易已日益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准之一。
随着服务贸易的强劲发展及其在各国经济中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
客观上促进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
在此趋势下，如何正确认识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客观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充分考虑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及时调整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从而大幅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促
进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也成为本书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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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世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惯例与实务、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产业发展。

    先后主持省、部级及市教委“WTO/TBT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其对策”、“WTO后过渡期中国服务
贸易竞争力问题研究”、“财经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改革初探”等10余项科研项目：出版《WTO与
中国产业发展》、《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等近10部专著和教材：在《国际贸易》、《经济经纬
》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理性思
考与若干启示》、《知识产权与中美经贸关系》、《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理性思考》、《对外贸
易中的汇率风险与对策》等50余篇学术论文。
科研成果曾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及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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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分析　　1.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原理对于服务贸易同样适用，从而成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动态正效应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规模经济效应与国际市场不完全竞争相联系的国际产品差异可以更
好地解释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与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这种情况在国际贸易服务领域更加明显。
如果垄断厂商生产一种差异产品，即使两个国家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同，也会存在贸易。
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一个原因，只要有规模经济存在，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
的国家问也照样可以发生专业分工和贸易；而且规模经济占主要地位时，从生产规模化和产品多样化
中获得的贸易利益会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成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
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有效地消除制约规模经济实现的因素：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连为一体，服务的提供可以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以国际市场为依托来安排其提供的规模和方式；服
务贸易自由化会强化竞争，淘汰低效的服务提供者，消除垄断形成的高利润，有利于消除国内市场的
拥挤状态，提高国内服务业的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2.竞争优势效应。
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使一国的服务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加快技术进步和
技术创新；强化企业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和人才观念，使企业更加重视人才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服
务部门专业化程度；推动服务部门技术标准化和服务综合化程度的提高；提高厂商甚至贸易国的竞争
力的加强。
　　3.经济刺激效应。
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产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及乘数效应。
服务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各国服务业已超越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二推动力，在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已超越第二产业
，成为GDP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在自然资源日渐枯竭而人力资源不断开发的环境下，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弱、对人力资源依赖程度
较强的服务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强的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的发展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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