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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的服务业化。
各国（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目前，在发达国家，这两项指标均在70％左右，有些国家甚至高达8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这两项
指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平均水平在45％左右。
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引起服务的出口与进口，即服务贸易的发展。
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一次使用了服务贸易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货物（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
重逐步提高，2006年，该比重为17．9％。
　　本书的内容围绕国际服务贸易的原理、政策和产业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货物贸易基础上的。
严格地说，服务贸易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然而，服务贸易的实践，呼唤着服务贸易理论的形成。
服务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由有关服务贸易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和基本原理组成。
但在如何围绕这一核心建立相对完整的服务贸易理论体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选择，因而也就存
在着诸多困难。
也正因为如此，理论部分（第1至第6章）的内容和结构安排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总体上说，这个部分沿着从产品（服务）到产业（服务业）、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逻辑思路一层
层展开的。
第1章主要阐述国际服务贸易的若干基本范畴，包括服务、服务工作、服务业、服务贸易和服务统计
等。
第2章是有关服务价值理论。
在该章，首先介绍了经济学思维上的商品与服务&ldquo;两分法&rdquo;，以及经济学者为消除&ldquo;
两分法&rdquo;，填平商品与服务之间的沟壑，把服务纳入传统价值理论框架所作的种种努力；其次从
西方效用理论角度讨论服务效用价值理论；最后从劳动价值论角度，分析服务产品的内涵与外延，推
导出服务价值理论。
如果说第1章和第2章涉及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产品&mdash;&mdash;服务的话，那么，第3章和第4章则主
要是有关整个产业&mdash;&mdash;服务业的情况。
阐述封闭经济状态下服务业的有关理论，是第3章的主要任务；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投资是
服务业走出国门，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这便构成第4章的内容。
第5章是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纯理论，重点论述传统比较优势说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以及服
务贸易纯理论自身的发展与深化。
由于服务贸易不仅涉及&ldquo;物&rdquo;&mdash;&mdash;服务，而且还关系到&ldquo;
人&rdquo;&mdash;&mdash;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所以，在决定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者服务贸易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诸因素中，人力资本是极其关键的。
因此，作为一项前瞻性的研究，第6章通过理论实证和经验买证，将人力资本引入服务贸易中，进行
关键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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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围绕国际服务贸易的原理、政策和产业展开。

由本书作者之一陈宪主编的第一版《国际服务贸易》，是国内该领域出版较早的一本教科书。
这次修订，对原理部分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际，补充了中国服务业开
放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及立法，以及中国入世关于服务贸易的承诺的内容；删去了产业篇的大部分内
容，专设一章，分别概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服务贸易的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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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专业化和贸易，那么，规模经济则是专业化和贸易的另一个原因。
规模经济使以相似要素比例生产的服务的交换成为可能。
假如把要素比例相似的服务归为一个部门，就会发生部门内服务贸易（即服务业中相同部门之间的贸
易，是一种&ldquo;亚产业内贸易&rdquo;）。
比较优势导致了总体上的、部门国际化层次上的专业化，但规模经济引起了单个服务层次上的专业化
。
前已阐述过，由于人力资本的作用，服务的生产通常存在规模经济。
鲍莫尔的&ldquo;可竞争市场理论&rdquo;指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存在，但只要允许自由进
人，即使一个产业部门只有少数几个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边际成本。
规模经济的存在将使每个公司最终生产服务的一种变体（varie-ties）。
这样，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服务的变体就很多，这种服务变体可以称为相异服务，类似于相异产品。
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服务的不同变体，每种变体又都是两国所需要的，那么，相异服务就给出了部门
内服务贸易的简单诠释。
部门内服务贸易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生动的例子。
比如，娱乐服务中的音乐会或杂技表演，每个国家都会拥有高水平的乐队或杂技团，但仍有互相交流
（这可以称作服务贸易）的必要和可能。
因为每个国家的乐队或杂技团各具民族特色和演奏特色，使消费者无需出国，就可以领略到异国风情
，受到多元化文化的熏陶，大有身临其境之感。
这种不同的感受就是由同一部门不同的服务变体引起的，所以，娱乐服务贸易含有大量的部门内服务
贸易。
总之，要素禀赋构成不同的国家越多，部门问服务贸易的份额就越大，部门内服务贸易的份额就越小
；如果国家之间的服务业或服务部门越来越相似，它们的服务贸易就越来越多地转向以相似要素比例
生产的服务之间的双向交换。
　　其次，从需求方面，一般来说，科技、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也就是人力资本越丰裕的国家，其
居民的收入水平就相对较高。
居民的喜爱偏好会更加多样化。
一般认为，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①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务，尤其是对旅游、
娱乐、教育等的需求弹性将大于对商品的需求弹性。
&ldquo;富而思文&rdquo;、&ldquo;富而思乐&rdquo;。
当人们处于物质菲薄的负累之下，为生计而忙碌奔波时，难得有追求和欣赏文化娱乐的&ldquo;闲情逸
致&rdquo;，而摆脱了贫困的人们，必然拥有一个与日俱增的精神空间。
另外，需求偏好的多样性、层次性，要求更多的服务变体即相异服务来加以满足。
服务变体自身的价值也说明，在服务的消费水平和可得变体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福利将随着变体种
数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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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版本请见：《国际服务贸易（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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