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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贸易拥有悠久的历史 ,政府的参与使国际贸易更为复杂 。按照一些国家的

经验 ,政府在国际服务贸易中进行适当干预是必然选择 。政府行为主要应该定位于扶植竞争

市场 。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应该是动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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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贸易史中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服务贸易一直未能受到重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

论以讨论货物贸易为主。直到 20世纪后期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多边

贸易谈判的重点逐渐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贸易统计显示 , 2003 年国际服务

贸易额为 1.8万亿美元 ,而 1970年 、1980 年和 1990 年国际服务贸易额分别只有 728亿美元 、2 268亿

美元和 8 750亿美元 ,可见国际服务贸易增速迅猛。发达的服务业不仅能带来外汇收入 ,还能提高本国

生产要素的质量 。比如 ,完善的教育服务是积累人力资本的关键 ,深化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实施宏观经济

政策 。因此 ,提升本国服务贸易层次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任务。

贸易是经济活动 ,是相关当事人经济行为的结果。从产生国家开始 ,国际贸易不再是纯粹的市场过

程 ,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和政府概念的演变使国际贸易更为复杂。在国际贸易中 ,市场机制仍然起着最重

要的作用 。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在于优胜劣汰 、促进竞争 ,而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政府建立一个适

当的制度环境。政府可以通过保障契约的完备 、改善信息偏在状况等形式调节国际贸易活动。国际贸

易比国内贸易更容易受到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限制 ,在国际贸易中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更容

易被扭曲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调节 ,这种被扭曲的状态很难在短期

内改变。市场机制无法消除垄断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中恰恰存在许多寡头垄断市场 ,尤其在服务贸易

领域 ,发达国家具有垄断优势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很难保障不发达参与方的利益。正如“协调机

制的灵活性而不是市场的灵活性是资本主义持续动力的先决条件”①一样 ,市场机制也不是调节国际贸

易的唯一机制 ,而只是多种调节机制之一 , 多种非市场制度———包括贸易参与方政府的对外贸易政

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制度基础 。诺思(2003)认为 ,人类活动的中心指向一直

是而且仍将是通过人类的努力来开发适当的制度结构以获得对自身生活的更多控制 。国际贸易体系的

制度基础的演进反映了人类对价值实现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政府作为国际贸易博弈的参与方之一 ,



　第 2 期 郝　冰:论加强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

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市场结构 ,也改变着国际贸易中的激励机制 ,而且这种改变呈现出

不可逆转的趋势 。那么 ,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政府

制定政策和公务员执行政策这两个方面 。因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肯定会受到信息偏在的困扰 ,公务员

在执行政策时难免被“俘获” ,又因为 ,服务贸易市场结构是复杂的多方博弈的结果 ,受高速发展的新技

术的影响较大 ,具有不断变动的特征 ,所以 ,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必须是动态的 ,必须不断地调整并能

快速调整 。

二 、在服务贸易中实施政府行为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家研究政府行为的逻辑起点是“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程度决定着政府行为的领域 。政府

行为古已有之 ,并且伴随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断进行调整 。工业革命前后 ,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自由

竞争尚未完全展开 ,从封建禁锢下摆脱出来的国家奉行“小政府”政策 ,在对外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

任” 。大卫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高峰之一 ,提倡自由贸易 ,反对国家干预 。就理

论本身而言 ,比较优势论是简约完美的 。但是 ,比较优势论产生于在国际贸易中曾经具备绝对竞争力的

英国 ,对于其它类型的国家 ,比较优势论不完全适用。除此之外 ,经济变迁和政府行为互相影响 ,现代社

会更强调政府行为对经济变迁的引导。英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更多是靠法律的制定及有效率

的经济组织(诺思 ,1990)。比大卫 ·李嘉图稍晚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认为 ,亚当·斯密(大

卫·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后发展国家的长远利益 。弗里德里希·李

斯特作为“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创立者 ,主张当时的“发展中国家” ———德国实行保护政策 。事实上 ,美

国 、德国政府在本国经济不发达时都实施过“发展型”的政府行为。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刘易斯

(1955)指出 , “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 。二战之后 ,东亚一些国家

在国际贸易中加强了政府行为 ,取得了良好效果。不可否认 ,这些国家获得的成功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

果。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复制 ,但恰当的政府行为确实有助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大利益。

二战后出现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国际贸易里一些新现象的原因 ,其论述以商品贸易为主 ,也适用于某些

类型的服务贸易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 ,对于具有不完全竞争特征的行业 ,政府单方面采取行动能够使

本国获取更大利益 ,必须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有效的政府行为 。某些类型的服务贸易具备“不完全竞争”

和“收益递增”的特征 ,在服务贸易中实施恰当的政府行为符合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当然 ,由于多边贸

易体系反对各国提高保护程度 ,政府行为应该局限在多边贸易体系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在服务贸易中讨论政府行为的界限 ,实际上回到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恰当的政府行为取决于

对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缺点的正确认识和评价。在经济学的分类中 ,往往把信任市场和信任政府作为

两个极端来分析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我们看到政府或市场各有什么缺陷 ,不管我们对政府或市场

各有多大信心 ,二者共处一体 。人们相信政府和市场可以相互补充 ,相信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 ,政府可

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市场缺陷 。在此 ,我们把政府行为作为必然存在 ,仅仅讨论如何优化政府行为的问

题。除去保卫国家安全 ,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完善法律 ,保证契约的履行 ,培育 、扶植竞争市场(弗里

德曼 ,1962)。服务贸易中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也应当如此。另外应该注意的是 ,市场机制使经济人的

利己行为在客观上相互制约 ,而政府的“不受约束”的行动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政府本身的异化 、政府面

临的信息偏在 、不完备的委托-代理关系等 ,都是加强政府行为时必须克服的弊端。

三 、美国和印度经验的启示

本文之所以选择美国和印度进行分析 ,是因为它们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一个是发展中大

国。这两个国家近年来经济表现出众 ,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分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竞争对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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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 ,在金融 、电信 、娱乐等诸多服务贸易领域有巨大优势。世界贸

易组织公布的《2001年世界贸易报告》显示 ,2000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接近英国的服务出口额 ,美国

服务出口的优势可见一斑 。美国成为头号服务贸易强国 ,不仅因为其科技发达 ,还与美国政府对服务出

口的促进有关。为了降低它国服务贸易壁垒 ,美国在多边贸易体系里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 ,促成有助于

美国服务出口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金融服务协议》、《全球基础电信协议》等文件签署。美国还利用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迫使其它国家开放服务市场 。在美国国内 ,政府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大量增加对通信业

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把教育服务的重点放在高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 ,给服务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

机。

印度在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也值得我国研究。虽然全球大部分的服务贸易仍然在发达国家之间

进行 ,但是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印度的软件业。印度政府为提升本

国软件业的水平 ,减免所得税 、规范风险投资业 、培训技术人员 、发起针对软件出口的研讨会和展览会

等 ,使得印度的软件出口从 1992-1993年的 2.25亿美元增长到 1997-1998年的 17.5亿美元 ,年增长

率大约为 50%,政府行为的效果显著 。

四 、我国应该加强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 ,但仍然呈现逆差局面。在服务业中 ,金融 、通信 、专业

服务和教育 、卫生 、环境服务附加值较高 ,而我国这些行业的总体水平偏低 。比如 1995-2000年我国金

融 、保险业的增加值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指数只上涨了 0.6个百分

点;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的增加值百分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②。从长远看 ,这种状况必将制约我国对

外贸易的发展 ,降低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我国有

必要加强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

即使政府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即使存在政府被“俘获”的可能性 ,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仍然是

各国政府行为的终极目标 。美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政府行为说明 ,有效的政府行为

既可以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也可以见证政府在运用不同的制度安排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

中所取得的成绩 。美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在本国资源水平的约束之下 ,按照博弈参与方追求效用最大化

的原则来实施政府行为 ,并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 ,而两国的社会 、历史 、文

化等因素成为政府行为发生作用的有利环境 。我国政府若要加强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 ,也应该考虑

利用或者规避这一类因素 。我们还可以看到 ,政府的政策一经执行即倾向于延续 ,在关键时段中实行的

政策可能极大地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 ,所以我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旨在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政

策时 ,要注意选择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切入点。此外 ,政府行为是经济系统中的一

个长期变量 ,要注意政府行为的连贯程度和贯穿能力。即使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政府制定政

策 、法规时不能准确预料未来需求 ,我们仍然应该力求政府行为的前瞻性。政府行为的适宜尺度应该介

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 ,提倡加强服务贸易中的政府行为并不意味着加强干预 ,而意味着政府应该

不断调整政府行为 ,将寻求恰当的政府行为当作一个“发现过程”来完成。恰当的政府行为可以减轻信

息偏在对交易的影响 ,可以减轻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 ,可以帮助建立稳定预期 ,使现实中的市场向完美

状态的市场靠近 。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 ,将这个目标置于服务贸易领域 ,我国政府就应该做到:(1)以扶

植竞争市场为价值取向 ,努力创造法制健全的市场环境 ,而不是自身介入市场。历史上条块分割的管理

方式使我国服务贸易法规政出多门 ,立法机构应该整合 、完善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 ,填补立法空白 。(2)

通过进一步改革融资体制 、建立全国范围的信息披露和交流制度 ,降低中小服务企业获取资金与信息的

门槛 。(3)开展政府推介 、文化交流等活动 ,促进服务出口。比如 , 2001年云南省在澜沧江-湄公河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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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家的国际经济合作中完成营业额 1.39亿美元 ,与政府出面举办国际研讨会进行推广工作密不可

分。又如 ,政府在外国举办“中国文化年” 、开办“中国园”等举措都可以成为促进中国服务产品出口的大

好机会。(4)进一步开放我国服务市场 ,改造传统服务业 ,鼓励民间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目前 ,我国

已经不同程度地向外资开放了银行 、商业零售 、运输 、教育等服务行业 ,短期内会对国内服务业造成冲

击 ,但从长远看 ,有利于国内服务业的结构调整。(5)保持政策的一致性 ,打破某些服务业的地区封锁 ,

提高基础设施的共享程度 。总之 ,我国政府应该以扶植竞争市场为基点 ,强化并不断调整服务贸易中的

政府行为 ,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

注　释:

①　参见 J· 罗杰斯 ·霍林斯沃思 、罗伯特· 博耶:《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移植》 , 许耀桐等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

2001 年 ,第 524 页。

②　数据来源: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 中经网数据中心整理 , 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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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 rade in services is the resul t of the related party ' s economic behavior , market ing

became complex w ith the appearance of Representative Gove rnment.Demos and many economists are

wil ling to accept the governmental action of inte rnational trade owing to the presence of concept ion of

nat ion.Developing governmental action is an inevi table choice now aday s based on the expe 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The impor tant ro le of go vernment is to prop up competit ive market and so is the value

t ropism of governmental act ion in the f ield of t rade in se rvices.In o rder to achieve this g oal , the

gove rnment have a lo t of task to do.The governmental action should be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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