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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大会 
卡塔尔，多哈 
2012年 4月 21日至 26日 
 

  全球服务业论坛 

  贸发十三大会前活动 

  2012年 4月 19日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概要 

  导言 

1. 全球服务业论坛于 2012年 4 月 19 日举行，是贸发十三大(卡塔尔，多哈)的
一项主要会前活动。论坛由贸发会议与塔拉勒·阿布－格扎拉组织及英联邦秘书

处联合举办，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澳大利亚服务业圆桌会议、欧洲服务业论

坛、阿拉伯非政府组织发展网络和加勒比服务业网络联盟协办。卡塔尔文化、艺

术和遗产部部长哈马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库瓦里博士阁下宣布论坛开幕并

主持会议。贸发会议秘书长致开幕辞。许多部长、高级别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

导，以及全球服务业联盟和协会及民间社会代表参加了论坛。参加论坛的还有相

关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包括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国际贸易

中心、世界旅游组织、国际电联、非洲经委会、非洲联盟、非加太国家集团和非

洲进出口银行，以及国际法学者和经济学家扶贫组织、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和第三

世界网络。 

 一. 服务业对发展的重要作用 

2. 服务业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收、增长、创造就业和外汇收入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论坛参与者一致认为，服务业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经济主导

 

联 合 国 TD/473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25 April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TD/473 

2 GE.12-70189 

部门和增长动力，通过对经济发挥广泛的正面乘数效应，其收益遍及宏观和微观

的各个层面，影响了所有经济部门和活动的增长前景。服务业是经济的中坚力

量，是对所有经济活动的重要投入。服务业也是创新、创造和传播知识的摇篮，

以及活跃的货物贸易、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决定性因素。中间贸易分别占全

球服务业贸易的 73%和货物贸易的 56%。能源、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和基础
设施服务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因素。鉴于服务业的这些基

本特性，任何希望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都必须拥有一个高效和有竞争

力的服务业部门。服务业代表着所有人，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未来”。 

3. 服务业部门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熟，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力的 70%以
上。不过，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个新领域，相应的比例仅为 50%和
35%。在服务业部门中，发展中国家面临建立并扩大生产和贸易能力的挑战。该
部门为摆脱对初级商品的依赖，实现经济多样化提供了机遇。与货物贸易相比，

服务贸易受危机影响较小，为服务导向型发展战略创造了机会，而那些依赖旅游

业等收入敏感型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家则受到影响。 

4. 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从服务贸易和经济中获得巨大的发展收益。发展中国
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正在开发其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一贯具有竞

争优势的领域，例如自然人的流动(第四种模式)、旅游业、建筑业和医疗服务。
旅游业对小型、脆弱和小岛屿经济体尤为重要。只要它们在商业环境、技术设

施、便利化、营销和人力资源方面制定了适当条件和政策，今后几十年进一步发

展旅游服务业仍然有巨大潜力。与机遇并存的是，在尽可能扩大社会和经济利益

并尽可能缩小负面影响方面，出现了一些挑战。不论是在南南背景还是南北背景

下，第四种模式的贸易和汇款都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尤为重要。将

汇款用于生产性投资将至关重要，要求能够全面、深入地利用金融部门。活跃的

货物出口商发展了运输和物流服务能力，同时越来越依赖国内服务以实现平衡和

全面的增长。 

5. 知识型和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业，例如管理服务、专业服务和商业服务，以
及信通技术推动的商业服务外包使各国能够缩小差距和跨越传统的贸易障碍。它

们是全球价值链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电信和信通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浪潮也在

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服务，为包容性发展、

普惠金融和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伊斯兰金融业以年均 20%的惊人速度增长，显
示出对金融危机的抗御能力，证明了其支持普惠金融和实际生产活动的潜力。与

会者强调有必要改善服务业的数据和统计。 

 二. 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作用 

6. 虽然服务业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从中充分获利。与
会者审议了关于加强服务业发展影响的战略的意见。在这方面，强调了政府通过

多方利益攸关方磋商等方式，在制定适当的政策、规范和制度框架方面发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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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服务业部门通常受多个部委管辖，因此多方利益攸关方磋商和内部协调

被视为特别重要。与会者承认政府需要为服务业提供扶持环境，特别是有利于加

强服务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以及为私营部门，包括中小型企业参与和服务业

贸易提供便利的环境。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能力方面往往遭遇各种瓶颈，例

如成本高、无法获得资本、服务业相关基础设施薄弱，质量水平低。 

7. 与会者还承认改善服务贸易中的市场准入的重要性。与资格和技术标准、设
立和人员流动有关的各种边境和监管措施可能成为贸易和商业交易的复杂障碍。

与会者承认有必要充分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考虑公私伙伴关系也很重要。在切

实进行磋商和利用外国针对服务提供者的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发展中国

家往往面临人员、政策和制度制约。例如，发展中国家基本无法得益于政府采购

市场中的机遇。一些国家提到需要谨慎地实现自由化，因为政府采购在发展、生

产能力和创造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些国家则提请注意新的《世贸组织政

府采购协议》和已加入该协议且正在努力参入世贸组织的国家。在这方面，强调

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特殊而有差别的待遇的重要性。必须协调一致地推进监管框

架的建立和贸易自由化，确保这些进程内容充分、速度和顺序适当，且满足发展

需要。 

 三.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途径 

8. 在多边、区域和双边层面，以及通过单边进程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虽然常
说各国无法达成“巨大平衡”是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根源，但是强调发展中国家

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人指出，鉴于《服务贸易总协

定》第 19 条规定的服务贸易谈判任务的内在性质，不论多哈回合进展如何，服
务贸易谈判都可以继续。还提到了一些国家建议的通过诸边途径开展服务贸易谈

判，以打破僵局。一些发言人指出，诸边途径可能有违多边途径和单一承诺，因

为不论采取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诸边协议形式，
还是采取单独的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其结果都没有多边化。有人表示担忧的是，

这类协定可能会限制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的政策空间，因为它们意味着作出更加

广泛和深入的承诺。另一些与会者强调，私营部门对众多国家通过诸边途径实现

自由化带来的商业机遇越来越感兴趣。一些与会者强调，不论采取何种途径实施

服务贸易自由化，自由化都不应作为目的，也不应意味着放松监管，因为改革的

真正目的应该是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以促进就业和整体发展。 

9. 与会者普遍认为多边途径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最佳途径。由于多边进程
可能进展缓慢，可能只能实现有限的自由化和监管合作，因此需要实现服务贸易

的区域一体化，这通常能够达成超越世贸组织之外的更深入的自由化承诺。一些

人担心这些承诺对政策空间的限制。有人指出，出于实际的监管原因以及灵活的

原产地规则的抵消作用，通常避免采取针对国家的区别待遇措施，因此区域贸易

协定下的服务业的优惠效果可能有限。一些发达国家重视广泛和深入的服务贸易

承诺，因为服务业与货物贸易、投资及竞争存在内在联系。各区域的许多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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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都展开了涉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非洲三方倡议》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非加太)国家集团与欧
洲联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统一监管、支付系统和投资方面的合作框架被证明

特别有用。在为贸易政策和自由化议程提供私营部门的投入方面，服务业联盟和

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论坛上还指出，墨西哥正在整合其服务业联盟。 

 四. 二十一世纪的服务业问题  

10.  论坛的讨论突显了服务业部门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和新的贸易议程。例如，
开展金融监管改革，有必要加强谨慎的宏观监管框架，以及有必要改革全球金融

结构。一些发言人强调了金融监管改革应旨在恢复金融部门的核心职能，即支持

实体经济中的生产活动。发现并应对超大企业集团的道德风险(“大而不倒”现
象)，以及应对监管中的顺周期偏好被确认为关键问题。与会者还关注了衍生品
等新金融产品的负面影响。鉴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持续性，与会者指出需要谨慎地

实现自由化。许多与会者认为，多边和区域贸易及投资协定过于强调放松监管，

以及在金融服务方面对国内监管自主性的限制。 

11.  信通技术和服务外包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迅速扩张，创造就业和减少贫
困。借助某些以往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机会，贸易也有所增加。
教育是建立人力资本，包括为服务业部门建立人力资本的关键。例如，高等教育

服务中的贸易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供应模式。服务贸易为正在扩大的服务业部门带

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竞争的加剧将对非正规工作(通常属于服务业)产生压
力，可能对工作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应当同步推进贸易一体化、投资和劳动力市

场一体化，以便通过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成果。 

 五. 前进方向 

12.  与会者承认服务业的重要性并非与生俱来，私营部门、公共宣传和提高意
识活动是加强服务业对增长和发展贡献的关键。与会者强烈呼吁加强国家及区域

服务业联盟和协会之间的网络，推动一切形式的服务业伙伴关系和合作框架，这

涉及私营部门、服务业、政府、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与会者将全球服务业论坛

视为贸发十三大的一项重要成果，一致认为应当将该论坛制度化，并同意定期举

行会议。与会者承认该论坛的独特和先锋地位，它是服务业部门国际合作历史上

的首个这类论坛。全球范围内都没有类似的服务业政府间论坛能够汇集如此多的

利益攸关方。 

13.  塔拉勒·阿布－格扎拉组织和贸发会议构思并建议的阿拉伯服务业联盟在
论坛上启动。论坛上提出了联盟的宗旨和条款草案，随后将最终确立。建议将阿

拉伯服务业联盟总部设在卡塔尔。阿拉伯服务业联盟将确保世界一流的阿拉伯服

务业企业和国内活跃的服务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它们支持着阿拉伯区域的

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阿拉伯国家各服务业部门的代表将参加该联盟，推动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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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合作，以支持阿拉伯服务业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联盟将倡导提升服务业部

门的形象并加强对其认识，以便该区域更好地利用服务贸易带来的巨大潜力。知

识经济将是一个重点领域。 

 六. 贸发会议的贡献  

14.  与会者称赞贸发会议在服务业方面开展的全面和开创性的工作，例如，研
究基础设施服务业的监管和体制问题，以及开展国家服务业政策审评。他们呼吁

贸发会议大力加强服务业方面的分析工作、建立共识工作、政府间工作和宣传工

作，处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能力制约，帮助他们制定健全的服务业监管和体制框

架，有效制定建设有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和便利切实参与服务贸易谈判的政策，以

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还呼吁贸发会议推动伙伴关系和合作框架，包括在服

务业联盟和协会之间推动伙伴关系和合作框架。论坛上还发布了贸发会议的两份

新的创新出版物：由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加拿大)赞助编写的《服务、贸易与发
展》，以及《基础设施服务业的监管和体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