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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积极推进服务业企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夏杰长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强服务出口竞争力，积极推进我

国服务业企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为更好推动服务业

“走出去”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

进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推进我国服务业“走出去”更好融入国际市场。 

    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到沿江、沿边和中西部内陆

地区，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对外开放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发展道路。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业参与全

球化分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服务业“走出去”全面融入全

球化分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支持我国商品“走出去”。加入WTO以来，我国参与全球化分工的步伐不断加快。最

初，由于大部分生产企业对出口商品没有经验，因此很多出口企业采用的是间接出口。随着我国

出口商品数额不断增长，间接出口的弊端逐渐凸显，主要是对中间商依赖性强、企业难以及时获

取海外市场信息、不利于树立企业国际市场形象、不利于积累营销经验等，因此一些生产企业逐

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这种做法更好地促进了自己生产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很多企业

通过海外绿地投资、并购等方式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商品“走出

去”的步伐并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第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长期占据价值链高端不同，长期以来我

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主要承担附加值

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由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营销环节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

司手中，我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收入占比较低，仅仅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随着我国劳动

力、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环境保护与治理要求越来越高，以往这种以加工制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的模式很难适应我国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产业和企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而全球价

值链高端主要集中在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一方面我国正在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

不断引进高端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积极谋求企业“走出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既有利于推动

我国各类企业“走出去”服务国外市场，又有利于更好利用国外先进的服务生产要素，助力我国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促进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

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依靠创新、结构升级和效率提升。而服务业无疑是一片创新蓝海，服务业融

入国际市场又将促进和放大创新成果。互联网企业是我国创新发展最快的服务行业之一，近年来

不断出现各种新型服务业态、商业模式，很多都是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成果。另外，许多高端服务

业本身就是创新行业，比如研发服务业、设计行业、创意产业等，这些新的商业模式、服务业态、

技术又通过服务跨国贸易或对外直接投资走向海外，进一步扩大创新成果，从而更好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 

    二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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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服务业更好“走出去”，是服务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服务产业国际竞争

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推动我国服务业企业更好融入国际市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利用我国制造业全球化发展的相对优势带动服务业融入全球化分工。相对于服务

业，我国制造业已经全面地融入了全球化生产，因此应积极充分利用制造业全球化发展的优势，

通过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我国法律、咨询、金融、研发、设计等服务环节更好“走出去”。二

是在融入国际市场进程中，要顺应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从提供产品向提供

“产品+服务”转型，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设备制造业可以发展租赁、金融、维修、

安装、售后等一系列服务。三是强化服务业内部相关行业协同“走出去”，并形成不同行业或不

同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四是继续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服务业与其上下游产业

协同“走出去”。五是充分发挥数字化在服务业开放中的作用。在数字化时代，服务贸易的传统

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贸易形式不再拘泥于跨境交付、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和境外消费四种

形式，也由此诞生出来一种全新的业态——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

发展，而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从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动向来看，

其无一例外都把发展数字贸易及国内规则的国际化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因此，在扩大服务业开放

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及国际规则的变化，积极鼓励新业态发

展，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为我国服务业企业全

面融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