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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动态增长


——— 基于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分析

马凌远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贸学院，郑州 ４５００１５）

摘　要：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ＣＭＳ模型）对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加入ＷＴＯ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服务贸
易出口增长成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世界市场服务需求的扩大和中国服务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是导致中国

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长期以来，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服务出口的增长；

另外，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交互变化对于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不大，但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表现出明显增长的态势。我国在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同时，还应打破服务行业垄断或者在一定
程度上引入竞争，提高其行业效率，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服务出口更具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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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伴随着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服

务贸易作为服务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已经成为国

际贸易和投资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商务部，

２００８）。自１９８０年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都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到２００８年其分别增长了
８．６２倍和１０．２２倍。同时，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结
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原来运输服务、旅游服

务和其他服务的“三分天下”，到现在的其他服务占

据“半壁江山”（见表１）。近些年来，中国服务贸易
发展迅速，１９８２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
易出口比重为０．７％，２００８年这一比重提高了３．２２

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由

１９８２年的第２８位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第５位。其中，
我国入世后服务出口表现出了更为强劲的增长势

头，服务出口年均增长２３．７７％，接近同期全球服务
出口年均增速（１３．９６％）的两倍。与此同时，在
“ＷＴＯ后过渡期”，中国的服务市场逐渐开放，服务
进口越来越容易进入国内市场。面对服务市场竞

争逐渐呈现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

势，分析影响我国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对今

后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和增加服务出口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表１　全球（商务）服务贸易部门构成

项　目
出口额／亿美元 比重／％ 进口额／亿美元 比重／％

２００８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全球服务贸易总额 ３７３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４６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其中：运输服务 ８７２７ ３６．８ ２３．４ １０３６７ ４１．７ ２９．９

　　 旅游服务 ９４７２ ２８．４ ２５．４ ８５０５ ２６．９ ２４．５

　　 其他服务 １９１１４ ３４．８ ５１．２ １５８１８ ３１．４ ４５．６

　　　　　　数据来源：ＷＴＯ秘书处

　　目前，国内对服务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定性
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的文献也大都局限于利用

引力模型（黄建锋 等，２００５；卢现祥 等，２００９；杨雪
玉 等，２００９；王英，２０１０）和时间序列模型（贺卫
等，２００５；李扬 等，２００８；殷凤 等，２００９）来寻求个
别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增长的解释，并没有反映服

务出口增长的一般成因。应用“恒定市场份额模

型（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Ｍｏｄｅｌ，以下简称 ＣＭＳ模
型）”从增长的动态结构来研究服务出口的增长，

可以对服务出口增长影响因素有更全面地把握。

尽管国内还没有采用 ＣＭＳ模型来系统研究服务贸
易，但其已经大量地应用于货物贸易（尤其是农产

品贸易）增长的文献中。本文利用中国与世界服

务贸易出口数据，采用 ＣＭＳ模型，并通过对中国加
入ＷＴＯ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对比，分析自１９９７年
以来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一般成因，并据此提出相

关建议。

二、ＣＭＳ模型及数据来源

１．ＣＭＳ模型
ＣＭＳ模型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Ｍｏｄｅ）由

Ｔｙｓｚｙｎｓｋｉ在１９５１年首先提出并应用，后经多次修改
完善，成为研究对外贸易增长源泉和出口产品国际

竞争力趋势的重要模型之一（Ｓｉｍｏｎｉｓ，２０００）。１９８８
年Ｊｅｐｍａ通过扩展传统的ＣＭＳ模型，将其用于研究
出口贸易增长的成因。该扩展模型在国际上被广

泛采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将其用于农产品贸易增

长研究，然而，对于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问题的实证

研究还没有涉及。鉴于 ＣＭＳ模型能很好地分解出
口增长效应，本文也采用该模型对中国服务出口

增长原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 Ｊｅｐｍａ（１９８８）的研
究，在 ＣＭＳ模型中，出口的增减一般可以分为进口
需求效应、结构交叉效应、竞争力效应和出口市场

分布效应。其中，出口市场分布效应是衡量出口

国（地区）某个具体进口市场规模的相对变化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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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出口变化。本文没有考虑服务出口市场分布

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服务出口市场较为固定，香

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是服务出口的主要对象，

且市场集中度较高，仅香港和日本在２００６年对中
国服务的进口就占中国服务出口总额的近３０％和
１０％（商务部，２００７）。因此，在不考虑市场分布效
应的情况下，中国服务出口的变化可分解为“进口

需求效应”、“出口竞争力效应”和“结构交叉效

应”三个因素，即：

ΔＸ＝
ｉ
ｐ０ｉΔｑｉ＋

ｉ
Δｐｉｑ

０
ｉ＋

ｉ
ΔｐｉΔｑｉ （１）

进口需求效应 出口竞争力效应 结构交叉效应

其中，ｉ代表服务产品的种类，共三类；０、ｔ分别
表示基期和报告期。Ｘ代表中国出口额，ΔＸ表示ｔ时
中国出口总额变化，ｑｉ

０表示基期世界 ｉ类产品的进
口总额，Δｑｉ表示在ｔ时期世界ｉ类产品的进口变化，
ｐ０ｉ表示基期中国在世界ｉ类产品进口总额中所占的
份额，Δｐｉ表示ｔ时期中国在世界ｉ类产品进口总额

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式（１）中，
ｉ
ｐ０ｉΔｑｉ称为“进

口需求效应”，即因世界产品进口规模及结构变化

而导致中国的出口变化；
ｉ
Δｐｉｑ

０
ｉ称为“出口竞争

力效应”，反映了中国产品出口结构变化而导致的

出口变化，该值大于零则表示中国产品竞争力在

世界市场上的提高；
ｉ
ΔｐｉΔｑｉ称为“结构交叉效

应”，它反映了中国出口结构与世界进口结构的交

互变化而导致中国的出口变化。式（１）又可以转换
为：

ΔＸ＝ｐ０Δ [ｑ＋ 
ｉ
ｐ０ｉΔｑｉ－ｐ

０Δ ]ｑ ＋

需求规模效应 需求结构效应

ｑ０Δ [ｐ＋ 
ｉ
Δｐｉｑ

０
ｉ－ｑ

０Δ ]ｐ
　　　综合竞争力效应 产品竞争力效应 （２）

＋［ｑｉ／ｑ０－１］
ｉ
Δｐｉｑ

０
ｉ＋

结构交叉效应


ｉ
ΔｐｉΔｑｉ－［ｑ

ｔ／ｑ０－１］
ｉ
Δｐｉｑ

０{ }ｉ
净交叉效应

　　其中，ｑ０表示基期世界的进口总额，ｐ０表示基
期中国在世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Δｑ表示世
界在两个时期内的进口总额变化。根据式（２），３种

出口变化效应可以进行二次分解，即进口需求效

应可进一步分解为需求规模效应（ｐ０Δｑ）和需求结

构效应（
ｉ
ｐｉ
０Δｑｉ－ｐ

０Δｑ），前者反映因世界进口

需求规模变动而引起的中国出口变化，后者则反

映因世界进口结构变化而引起的中国出口变化；

出口竞争力效应可分解为综合竞争力效应（ｑ０Δｐ）

和产品竞争力效应（
ｉ
Δｐｉｑｉ

０－ｑ０Δｐ），前者反映

因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变化

而导致的出口变化，后者则反映因中国对世界的

各产品出口占世界各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变化而

导致的出口变化；结构交叉效应可分解为净交叉

效应（ｑｔ／ｑ０－[ ]１
ｉ
ΔｐｉΔｑｉ

０）和动态交叉效应

（
ｉ
ΔｐｉΔｑｉ－ ｑｔ／ｑ０－[ ]１

ｉ
ΔｐｉΔｑｉ

０），前者表示

中国出口结构与世界进口规模的交互变化而导致

中国的出口变化，后者表明中国出口结构与世界

进口结构的交互变化而导致中国的出口变化。若

ｑｔ／ｑ０－[ ]１
ｉ
ΔｐｉΔｑｉ

０
"

０，则表明中国出口结构

变化能适应世界进口规模的变化；若
ｉ
ΔｐｉΔｑｉ－

ｑｔ／ｑ０－[ ]１
ｉ
ΔｐｉΔｑｉ

０
"

０，则表示中国对世界进

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出口市场

份额。

２．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上述 ＣＭＳ模型扩展形式对中国服务

出口增长成因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与世界服务贸易

出口总量与分部门数据都来自中国服务贸易司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国
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目表》和《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世界服
务贸易进出口额》。其中，中国的服务贸易数据分

为１２大部门，而世界服务贸易数据只分为旅游、运
输和其他服务，所以这里将中国服务贸易除旅游和

运输外的其余１０个部门加总为其他服务（结果见
表２），这样中国与世界服务贸易分部门数据得以统
一。此外，为判断中国加入 ＷＴＯ前后中国服务贸
易出口发展变化，本文以 ２００１年为界，将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作为两个不同的分析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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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中国服务出口分项目表／亿美元

年份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它服务

１９９７ ２４５．０４ ２９．５５ １２０．７４ ９４．７５

１９９８ ２３８．８０ ２３．０１ １２６．０２ ８９．７７

１９９９ ２６１．６５ ２４．２０ １４０．９８ ９６．４７

２０００ ３０１．４６ ３６．７１ １６２．３１ １０２．４３

２００１ ３２９．０３ ４６．３５ １７７．９２ １０４．７４

２００２ ３９３．８０ ５７．２０ ２０３．９０ １３２．７１

２００３ ４６３．７０ ７９．１０ １７４．１０ ２１０．５６

２００４ ６２０．６０ １２０．７０ ２５７．４０ ２４２．５１

２００５ ７３９．１０ １５４．３０ ２９３．００ ２９１．９５

２００６ ９１４．２０ ２１２．２０ ３３９．５０ ３６４．７３

２００７ １２１６．５０ ３１３．２０ ３７２．３０ ５３０．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４６４．５０ ３８４．２０ ４０８．４０ ６７１．４０

数据来源：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运输和旅游的数据来自

中国服务贸易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ｃｎ），其他服务是根据除旅游和运输外的
其余１０个部门加总得来。

三、模型计算结果与分析

１．模型计算结果
基于ＣＭＳ模型对中国服务出口增长效应进行

分析，首先我们需要计算 ｑ（世界服务进口额）与
ｐ（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进口比重）的总量与部
门数值，以及ｐ与ｑ的变化量，进而对服务出口增长
效应进行分解，计算结果分别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显示在整个考察期内，世界服务进口增加
２０７８２亿美元，其中第一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和第
二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进口分别增加１８８５亿美元
和１８８９７亿美元，增加的比重分别为 １４．４３％和
１１９．６５％。其中，运输进口增加为６５８４亿美元，两
个阶段增加值分别为３８８亿美元和６１９６亿美元，
增加比重分别为１０．４１％和１４８．５４％；旅游进口增
加４２１０亿美元，两个阶段的增加值分别为２７７亿
美元和３９３３亿美元，增加的比重分别为６．８３％和
８６．０２％；其他商业服务进口增加为９９９１亿美元，
两个阶段增加值分别为１２２２亿美元和８７９６亿美
元，增加比重分别为２３．１７％和１２４．４０％。以上的
统计结果表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渐深入，

世界各国对于服务进口的需求总量是显著增加了，

第二阶段服务进口增加比重是第一阶段的８倍多，

而从部门层面来看，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也

都表现出了相类似的情况。

表３　世界各类服务进口及中国服务

出口所占份额的变化量／亿美元，％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Δｑ １８８５ Δｐ ０．３３ Δｑ １８８９７ Δｐ １．７３

Δｑ１ ３８８ Δｐ１ ０．３３ Δｑ１ ６１９６ Δｐ１ ２．９１

Δｑ２ ２７７ Δｐ２ １．１３ Δｑ２ ３９３３ Δｐ２ １．８２

Δｑ３ １２２２ Δｐ３－０．１８ Δｑ３ ８７６９ Δｐ３ ２．４５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与中国服务贸易数据计算得出

另外，在整个考察期内，我国服务出口共增加

了１１５４．６９亿美元，其中，第一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和第二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出口分别增加 ８３．９９亿
美元和 １０７０．７０亿美元，增加的比重分别为
３４．２７％和２７１．８８％。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进口的
比重在两个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中国

服务出口在第一阶段占世界服务进口份额的增加

值为０．３３％，第二阶段该份额的增加值为１．７３％，
表明我国入世后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市场的

地位显著提高了。从部门的层面来看，我国运输、

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也都变现出相似的特征，

其中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份额的变化更明显

一些，第一阶段份额增加值分别为 ０．３３％和
－０．１８％，其他商业服务出口份额出现下降；第二阶
段份额增加值分别为２．９１％和２．４５％，第二阶段相
对于第一阶段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份额明

显增加。相对来说，我国旅游服务出口份额在入世

后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值与入世前相比变化不是

很大。

２．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进口需求效应。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全世界服

务进口从１３０５６亿美元增加到１４９４１亿美元，４年
时间内国际市场需求增加了 １８８５亿美元，增长
１４．４３％，年均增长率为３．４２％。而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全世界服务进口从１５７９３亿美元增加到３４６９０
亿美元，增长１１９．６５％，年均增长率为２１．７３％。由
于这两个阶段世界市场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即使是

在国际市场份额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在两个阶段的

出口也分别增加３４．２７％和２７１．８８％。从贡献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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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两个阶段世界市场进口需求效应增加是导

致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增长贡献率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分别达到３９．６３％
和３９．７４％。通过将进口需求效应进一步分解，我
们得到需求规模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第一阶段的

贡献率为４２．１２％和－２．５％，第二阶段的贡献率为
４４．０１％和－４．２７％，这表明世界市场进口需求效应

对中国服务出口的推动主要来自于世界进口需求

规模的变动，而中国服务出口不能够适应世界服务

进口结构的变化，这一因素甚至对中国服务出口起

到阻碍作用。另外，从入世前后两个阶段比较来

看，入世后中国服务出口不能够适应世界服务进口

结构变化的问题更为明显，其成为阻碍我国服务出

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表４　中国服务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ＣＭＳ测算结果

项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绝对额／亿美元 贡献率／％ 绝对额／亿美元 贡献率／％

出口实际增长 ８３．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７０ １００．００

进口需求效应 ３３．２８ ３９．６３ ４２５．４６ ３９．７４

　需求规模效应 ３５．３８ ４２．１２ ４７１．２０ ４４．０１

　需求结构效应 －２．１０ －２．５０ －４５．７３ －４．２７

出口竞争力效应 ４８．５２ ５７．７６ ３７７．４５ ３５．２５

　综合竞争力效应 ４２．４８ ５０．５８ ２７２．９３ ２５．４９

　产品竞争力效应 ６．０４ ７．１９ １０４．５２ ９．７６

结构交叉效应 ２．１７ ２．５８ ２６７．７９ ２５．０１

　净交叉效应 ７．００ ８．３３ ２５２．５４ ２３．５８

　动态交叉效应 －４．８３ －５．７５ １５．２５ １．４３

　　　　　　数据来源：来自ＣＭＳ模型的测算结果。

　　（２）出口竞争力效应。表４反映出中国服务贸
易竞争力效应是另一个推动我国服务出口的主要

因素，中国服务出口绝对额在保持增长趋势的同

时，出口额占国际市场的相对比例即中国服务的国

际市场占有率也有显著上升的趋势。由于国际市

场占有率可以反映一国的产业竞争力，所以我国服

务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说明了我国服务的

国际竞争力在逐步增强。通过将竞争力效应进一

步分解，我们可以得到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

力效应，第一阶段的贡献率分别为 ５０．５８％和
７．１９％，第二阶段的贡献率为２５．４９％和９．７６％，两
个阶段的综合竞争力效应贡献率均高于产品竞争

力效应的贡献率。这表明中国服务出口增长更多

的是来自中国服务的综合竞争力的提高，而具体到

服务的各个部门的竞争力的贡献就不是特别明显，

即由服务出口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出口变化较少。

这与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滞后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

服务出口主要还是集中于传统的优势部门（旅游和

运输），而知识技术型服务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竞

争力较弱，出口较少。中国服务贸易综合竞争力的

提高依赖于传统服务部门出口保持增长态势的同

时，部分新兴领域的出口增长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提

高，如２００６年的新兴服务行业中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通信和咨询服务出口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的比重分别提高１个百分点、０．１个百分点和１．４
个百分点。

（３）结构交叉效应。在两个阶段，该效应都为
正值，表明了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世界服务进口结

构的交互变化导致了中国服务出口的增加。两个

阶段其对于中国服务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２．５８％
和２５．０１％，排在三个影响因素的最后一位。通过
将结构交叉效应进一步分解，我们可以得到净交叉

效应和动态交叉效应，在第一阶段的贡献率分别为

８．３３％和 －５．７５％，第二阶段的贡献率为２３．５８％
和１．４３％。两个阶段的净交叉效应的贡献率明显
要高于动态交叉效应的贡献率，表明中国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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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世界进口规模的交互变化对中国服务出口

增长的影响更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入世前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中国服务出口的动态交叉效应小
于０，这表明了中国对于世界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
产品占有较低的市场份额；而入世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中国服务出口动态效应大于０，表明了中国服
务出口占世界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的市场份

额有所提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１．主要结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影响中国服务出口增长的因素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的进口需求效

应，二是出口竞争力效应，三是结构交叉效应。当

国际市场的服务需求处于增长趋势时，中国的服务

出口也呈增长趋势；中国服务产品的竞争力效应也

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增加；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与世界

服务进口结构的交互变化导致了中国服务出口的

增加。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需求结构效应一直为负

值，即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变化是阻碍中国服务出

口增长的因素。这是因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

基于传统领域（旅游和运输），而世界范围内服务贸

易的发展正向新兴服务行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通信和咨询服务等）倾斜，这样就造成了我国服务

出口与世界市场服务进口的错位，从而成为阻碍服

务出口的因素。

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两个阶段来
看，首先，入世后世界服务进口需求增加对于中国

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略有提升；而与入世前相比

较，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变化在入世后对我国服务

出口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了。其次，虽然入世前后

服务产品的竞争力效应都促进了我国服务的出口，

但入世后竞争力效应对于出口的贡献率却明显降

低了，由５７．７６％降为３５．２５％，其中的原因主要应
是入世后随着世界服务进口结构的变化，我国服务

贸易结构的滞后显得愈加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最

后，入世前中国对于世界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

占有较低的市场份额，入世后该份额有所提升。

２．对策建议
根据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我国应大力发展具

有现实和潜在比较优势的服务出口项目，同时不断

提高服务出口项目的附加值，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

密集型出口项目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项目过

渡；积极推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新兴

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与继续扩大旅

游、运输等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

改善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

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

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制定鼓励服务贸易出口的财

政、税收、金融、保险、外汇等政策措施，为企业营造

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还应打破服务行业垄断或

者在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提高其行业效率（如电

信、电力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服务出口更具国际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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