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江金骐编辑：范颖华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星期二 本期共四版

2017/05/02
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
主办：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新闻热线：010-68735719
邮箱：qiyebaoxinwenbu@163.com

“我国目前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贸易多集中于货物领

域，财税、金融、科技、信息、教育

等商务服务项目的合作相对较

少。”2017年4月27日，在“一带一

路”商务服务研讨会上，来自财政

部、商务部、全国工商联、中国贸

促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北京

市委统战部、北京市商委、北京市

国资委等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认

为，未来几年，随着“一带一路”战

略的全面推进，我国的服务贸易

也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只要做

活“一带一路”大文章，到2020年，

我国的服务贸易完全可以实现

20%的占比目标。

商务服务“刚出头”
再过半个月，即今年 5 月 14

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在这一

背景下，由利安达国际网络、北京

海外联谊会创新创业委员会、北

京市商务服务业联合会、东北财

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等联合主办了

“一带一路”商务服务研讨会，与

会代表围绕“一带一路、互助前

行”主题，集中探讨新形势下中国

商务服务的路径和潜力点。

“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

主要流向制造业、商务服务业以

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其中，制造业的占比目前仍

居于首位。”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孙永福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中国的商务服务业，正在与中国

制造、中国建造，形成三头并举的

势头，受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欢迎。

会上，利安达国际董事长兼

总裁、利安达国际网络董事局主

席黄锦辉分析指出，我国的商务

服务业，近几年来虽然规模迅速

扩大，但无论是从增速还是从比

重来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

易强国。不过，利好消息是，商务

部近日会同 13 个部门发布了《服

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

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有利，

发展机遇大于挑战。“规划”列出

了十二大类24个服务贸易发展重

要领域，其中，会计服务也作为商

务服务的重点领域。

记者搜索到 3 年前的一组数

据。从规模上看，2013 年我国服

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服务贸

易中的占比为6%，仅为货物贸易

占比的 1/2；从结构上看，尽管

2014年我国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

快速增长，金融、通讯、财税和信

息服务等进出口的增速明显，但

运输服务、旅游、建筑服务出口等

传统服务优势更大。相比之下，

我国的商务服务，尤其是技术密

集型的服务贸易业，还只是“小荷

才露尖尖角”。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货物贸

易与服务贸易同步推进，才能提

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国际竞

争力。因此，未来几年是关键时

期。到 2020 年，我国服务贸易总

额需要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服务

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提高至

20%，达到2013年世界平均水平。

抓住园区这根“绳”
从现实情况看，要扩大商务

服务业，既要关注欧美等传统发

达大国，更要关注新兴经济市场，

要善于从中外合作建设的园区中

发掘机会。

“园区既是传统产业的载体，

又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平台。”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贸易

部主任刘英奎博士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

一路”上的产业园、工业集中区

等，不但能为我国商务服务业拓

展存量的市场空间，还能创造机

会，促使我国成为国际贸易规则

的“引领者”。

刘英奎分析认为，从世界范

围看，新的服务贸易规则正在形

成过程中，尚未定型，这恰恰给我

国创造了迎头赶上的好机遇。

在专家看来，“十三五”时期，

我国有条件以自贸区为平台，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

点，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

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

网络。在自贸区内探索建立适应

中国特点的、平衡各国利益的、高

标准的中国版服务贸易规则，在国

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注入更多中国元素。“这次我国倡

导筹建亚投行，得到英法德意等老

牌发达国家的明确回应，就是一个

重要的标志。”刘英奎说。

“只要我们抓住园区这根绳，

我们的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就会

更加顺畅，合作领域就能不断拓

宽。”刘英奎介绍，在我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上，目前已形成了包括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

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

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

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济

走廊，以这些经济走廊为网格，建

成或正在建设数十家产业园区，其

中不乏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

园区、中俄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

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等成熟园区，

在自贸区内探索建立适应中国特

点的、平衡各国利益的、高标准的

中国版服务贸易规则，在国际规则

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

多中国元素。

防范风险不松劲
园区的兴起，为商务服务业

的市场拓展提供了现实的、有价

值的路径参考，但不等于傍上园

区就风险清零。

在此次论坛上，除了孙永福、

刘英奎，还有发表主旨演讲的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卢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

峰、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赵彦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立

彦等，他们对中企赴“一带一路”

投资潜在的风险并不讳言。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

中，除了关注投资机会和收益外，

需要更加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和

防范。”卢迈表示，在政府层面上，

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政

府全面行动框架和规范企业海外

经营行为；在企业层面上，需要建

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危机

应对能力，充分尝试多种所有制企

业联合“走出去”等形式。

刘英奎介绍，投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体上看，

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来自合同不履

约、官员不作为；发达国家的风险

来自所在国的安全审查。再就是

当地的政局变化，比如部分国家

完成选举和政府更迭，政治格局

稳定，部分国家则饱受战争和恐

怖主义威胁，仍处在新一轮国家

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之

中。其中的部分沿线国家，因其

单一的经济结构、对大宗商品出

口的严重依赖、政治经济局势的

无常变化等因素，提醒无论是实

业投资还是提供商务服务，必须

充分预判市场风险。

鉴于风险与机会并存，利安

达国际网络发布了《在中国营商》

和“一带一路”沿线十个国家或地

区的《国别分析报告》，为今后承

做和服务“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

供借鉴资料。

“一带一路”商务服务市场将集中释放
本报记者 江金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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