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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对接是福建省服务国家大局、提供福建样本的重要职责。目前，服务贸易新规

则趋向细化，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我国国家层面推进了与其对接的议题广度和纪律深度。福建省在对接新

规则的实践中，彰显了地域特色，但在推行与服务业开放相关的制度创新议题、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方式、力度和

方向上依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为此，福建省应运用“链思维”，对服务业实行系统性、配套性的开放，在优先

落实对接 ＲCEP 中相关服务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探索与更高水平服务贸易新规则对接的制度方式。

［关键词］ 服务贸易新规则; 福建省; 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 F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 3300 ( 2022)

■■■■■■■■■■■■■■■■■■■■■■■■■■■■■■■■■■■■■■■■■■■■
03 － 0027 － 08

收稿日期: 2022 － 05 － 08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服务贸易新规则的福建服务业开放对策研究” ( FJ2019B146) ; 福建省科学技

术厅项目“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制与策略研究” ( 2021Ｒ0066) 。

作者简介: 魏 丹 ( 1981 － ) ，女，辽宁锦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服务是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投入，能够有效链

接价值链，确保供应链各环节有序运行［1］。同样，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需要新的服务贸易规则与之相适

应。《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 超越制造》显示，

2020 年 世 界 经 济 体 的 全 球 价 值 链 参 与 率 达 到

44. 4%。可见，推动服务业开放、对接服务贸易新

规则，不仅关系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

际竞争力的提升，也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

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规则

体系是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但现有的服务贸

易法律规则仍然不够完善［2］，与 《全面与进步的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 等开放程度较高、

保护水平较低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尚未实现接轨。

如果不及时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导致我国服

务贸易发展受阻，影响整体贸易水平和综合国力，

也会影响我国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地位。

对此，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

关注服务贸易新规则形成动因和议题内容。石静

霞［3］47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

等推动了新规则中重要议题的形成; 倪月菊［4］ 对

TPP 协议中服务贸易规则的深化做了详细研究; 张

方波［5］则重点关注 CPTPP 金融服务条款文本等。二

是从量化分析视角研究服务贸易新规则对贸易增长

的影响。Nordas［6］等使用 OECD 统计的 SＲTI 指数数

据验证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对服务贸易流量有负面

影响; 陈靓［7］、孙玉红［8］等分别通过引力模型和构

建理论模型的方式，系统剖析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和

数字条款对服务贸易增长的作用途径。三是从服务

业开放视角研究新规则的应对策略。全毅［9］41 在比

较分析 CPTPP 与 ＲCEP 服务贸易规则的基础上，建

议中国在对外自贸谈判中应设定合理的服务业开放

水平; 苏畅［10］认为北京在深入对接 CPTPP 标准中，

应尽快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等。现有文

722022 年第 3 期 魏 丹: 服务贸易新规则与福建省推进创新实践

DOI:10.19473/j.cnki.1008-4940.2022.03.011



献对本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其大多基于国家

层面展开，对于省级层面尤其是福建省落地实施服

务贸易新规则的研究并不多。目前只有福建社科院

课题组［11］从国际经贸规则视角研究福建自贸区的路

径选择。因此，本文从福建省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

的创新实践入手，在厘清其新规则推进深度的基础

上给出思考建议。同时，对于作为第二批设立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福建省来讲，探索和创新对接服务贸

易新规则模式和路径、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福建样本是其当前的首要任务和重要职责。

二、服务贸易新规则形成的背景和主要特点

( 一) 服务贸易新规则形成的背景

有关服务贸易规则的议题首次出现在 1986 年关

贸总协定第八轮 “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各谈判

方在 1994 年 正 式 签 署 的 《服 务 贸 易 总 协 定》

( GATS) 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套有关国际服务贸易

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多边协定。本文所涉及的服务贸

易新规则是指在此之后形成的与 GATS 不同的服务

贸易领域的新趋势，具体涵盖了跨境服务贸易、投

资、电子商务、商务人员临时入境、金融服务、知

识产权、电信服务、专业服务或快递服务、政府采

购、竞争政策等方面议题，它的形成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从客观因素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现

有国际协定中的规制纪律带来了挑战。具体表现在:

第一，当前全球跨国公司竞争的焦点已经从制造业

转向服务业。根据 UNCTAD 数据统计，服务业占全

球 GDP 的比重超过 64%，它对 GDP 增长的影响远

超制造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流入地。服务

业地位的提升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使

其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中最活跃的部分，世界各国对

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第二，

信息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服务产品的生产和贸易

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比如出现了跨境贸易的电子

服务产品和为货物提供平台的服务产品，以及通过

服务工序为货物和服务提供服务中间产品等［12］。这

些改变促使跨国公司转变在服务领域的经营策略，

进而要求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与服务业相关的国

际投资自由化。

其次，从主观因素来看，作为规则的制定主体，

不同类型的国家纷纷不同程度地表示出推进服务贸

易新规则形成的意愿。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他们

亟需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始终处于低端的被动局面，

渴望融入贸易自由化的市场竞争中。因此，他们对

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和抵制逆全球化思潮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比如，俄罗斯构建欧亚经济联盟，东

盟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CEP) ，中

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

大国意识到原有服务贸易规则的弊端，率先借助双

边和诸边平台加紧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新规则，先后

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PP) 《服务贸易

协定》 ( TiSA)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 TTIP) 《美日新贸易协

定》《美墨加贸易协定》 ( USMCA) 等。这些区域

贸易协定的出现加速了世界服务贸易体系的 “碎片

化”，促使各国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全球经济贸易秩

序。因此，在优惠贸易协定 ( 包括双边、诸边和区

域贸 易 协 定 ) 中 越 来 越 多 地 出 现 了 高 于 或 超 出

GATS 的规则或议题。其中，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

CPTPP、TTIP、TiSA 等贸易协定一直以追求高水平

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著称，代表了全球服务贸易新规

则发展的重要趋势。

( 二) 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主要特点

服务具有无形性，对服务业的规制需要通过边

境后措施，即国内规制来实现。然而 GATS 对服务

贸易规则的规制还比较粗糙，规则内容多集中在边

境外。近年来出现的服务贸易新规则越来越细化，

倾向于多载体和对边境内纪律的规制。

服务贸易新规则的载体不再仅局限于多边协定。

以往的服务贸易规则主要通过诸边框架协定 GATS

来体现，然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创新带动了数字经

济的快速发展，对服务贸易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

GATS 对服务业分类及 WTO 各成员的相应承诺显然

已难以适应。各国纷纷签订的大量区域自由贸易协

定成为服务贸易规则的新载体，包括 CPTPP、TTIP、

TiSA 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部分谈判仍处于相对

停滞的状态 ( 如 TTIP 和 TiSA) ，但这些协定文本或

草案中包含的与服务相关的新规则思想，从其影响

层面来说并未有实质性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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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新规则的立法框架与纪律内涵更加明

确透明。在 GATS 中，服务贸易通过四种提供方式

实现，即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

移动。同时，为了平衡和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的贸易利益失衡，GATS 采取了逐步自由化的方

式，规定了不同类型国家应该承担的一般义务和特

定义务。与 GATS 的整合立法框架不同，近些年已

经签署或者正在谈判的服务贸易协定主张采取分立

架构，关于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内容分散在协定的不

同章节中，既有同时包含货物和服务的规则章节，

也有同时涉及服务和投资的章节。比如在 “跨境服

务贸易”章节中，涵盖 GATS 项下的跨境提供和境

外消费，核心纪律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

准入、当地存在、不符措施、国内规制等要求; 在

“投资”章节中，涵盖 GATS 的商业存在，除了包含

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核心纪律之外，对最低标准

待遇、征收和补偿、转移和业绩要求等也做了明确

说明;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一章涵盖 GATS 项下的

自然人移动; 针对特定服务部门 ( 比如金融服务、

电信服务、专业服务或快递服务、政府采购等) 也

设有专章规定。

除此之外，服务贸易新规则涵盖的纪律更加精

细复杂，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首先，不同

于 GATS 以承诺减让表和保留清单的形式规定特定

服务部门的自由化程度，在服务贸易新规则中，提

倡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规则内容逐渐从边境外规则

转向边境内规则，主张采取负面清单的开放承诺方

式和禁止当地存在要求，增加投资与环境、卫生和

其他监管目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增加跨境

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实现金融监管一致性，落实

国民待遇原则等。其次，服务贸易新规则强调跨境

数据流动的重要性，主张更大范围内开放数据流动。

如在 CPTPP 中允许“公共电信网络进行服务提供”，

同时允许“通过专用或自由线路向终端用户提供服

务”、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规定等。

三、我国国家层面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的进展

目前，我国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对接服务贸易新

规则，即: 对外签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 ＲTAs) 、

国内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选用第一种方式分析我国国家层面推进服务贸

易新规则的进展，并选取分别于 2015 年生效的中韩

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以及 2022 年生效的 ＲCEP。

同时，选取 CPTPP 作为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代表。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

研究室编著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文本解

读》［13］和石静霞［3］54的研究，将服务贸易新规则议题

分为传统议题深化、深度一体化议题和横向议题三

个 部 分，共 涉 及 10 个 议 题。具 体 的 归 类 如 表 1

所示。

表 1 服务贸易新规则所涵盖的纪律深度及议题归类

Tab. 1 Depth of discipline and classification of issues for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

议题分类 议题名称 中韩 FTA 涉及议题 中澳 FTA 涉及议题 ＲCEP 涉及议题

传统议

题深化

跨境服务贸易 第八章服务贸易 第八章服务贸易 第八章服务贸易

金融服务 第九章金融服务 — 第八章附件一金融服务

电信 第十章电信 — 第八章附件二电信服务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第十一章自然人移动 第十章自然人移动 第九章自然人临时移动

电子商务 第十三章电子商务 第十二章电子商务 第十二章电子商务

投资 第十二章投资 第九章投资 第十章投资

深度一

体化议题

政府采购 — — 第十六章政府采购

竞争政策 第十四章竞争政策 — 第十三章竞争

知识产权 第十五章知识产权 第十一章知识产权 第十一章知识产权

横向议题 国有企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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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虽然我国在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

进程中仍未涉猎横向议题，但已经逐步将传统议题

深化，同时囊括了全部深度一体化议题，并在以下

几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在服务贸易承诺列表方式上，对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模式给出了时间承诺。目前，我国对外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尚未实行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方式。尽

管如此，在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ＲCEP 中，我国

承诺 6 年内将服务贸易正面清单转化为负面清单，

服务部门数量增至 122 个部门，提高金融、法律、

建筑、海运等 37 个部门的开放水平。比如，我国承

诺外国人寿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或外商投资企业

不受任何形式的设立限制、取消以商业存在形式的

海运服务的限制等。

在服务自由化的内容和结构安排上，我国对外

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新规则安排基本保持一致。

如表 1 所示，在中韩 FTA 中，涉及服务贸易的议题

包括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信、自然人移动、投

资、电子商务和竞争政策; 在中澳 FTA 中，涉及服

务贸易的章节有第八章服务贸易、第九章投资、第

十章自然人移动、第十二章电子商务; 在 ＲCEP 中，

除上面提到的议题外，我国也首次纳入政府采购议

题，但是以附件形式对金融、电信和专业服务等进

行规制。由此可见，我国在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的

过程中，虽然并未在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将所有的

新规则议题穷尽，但在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包含

了除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议题。

在服务贸易新规则所涵盖的纪律深度层面，我

国对外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实际推进深度有了很

大改进，涵盖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三

项基本纪律，并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实行了三种豁免，

即“已经给予的相关待遇” “毗邻国家边境贸易”

和“东盟国家相互给予的待遇可以豁免”［9］32。除此

之外，在金融服务和电信服务议题上，尽管我国均

采用正面清单承诺方式，但在前者议题中，首次纳

入了新金融服务条款、自律组织条款、信息转移和

信息处理条款; 后者首次纳入号码可携带条款和网

络元素非捆绑条款，改进监管、透明度等条款。在

商业人员临时入境议题上，我国扩展了自然人临时

移动 的 类 别，如 在 ＲCEP 中，对 “商 务 访 问 者”

“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合同服务提供者”“安装和

服务人员” “经理与高级管理人员的随行配偶及家

属”等 5 类人员做出准许临时入境和居留承诺。这

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在商业人员临时入境议题上做出

的最高承诺。在投资议题上，取消了对以商业存在

形式出现的服务提供者在数量上的限制以及在境内

设立办公室或分支机构必须是当地居民的要求，增

加了跨境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在政府采购议题上，

首次对政府采购中涉及的透明度条款、合作交流和

审议机制等做出了承诺。在竞争政策议题上，我国

分别在中韩 FTA 和 ＲCEP 中，承诺将针对执法原则、

反竞争行为、竞争执法合作、信息保密、技术合作

和能力建设、消费者保护和争端解决等内容做出明

确规定。

四、福建省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创新实践

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福建省推进对

接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主要平台，也是我国第二批设

立的四个自贸试验区之一。2021 年，福建自贸试验

区建设六周年评估显示: “自贸试验区基本实现了

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确定的发展目标” “发挥了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14］。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福建自贸试验区在对

接贸易新规则进程中，推行涉及制度创新举措共十

六批、474 项，主要集中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

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和政府职能转变

等项目类别，涉及有关服务贸易新规则议题的创新

举措达 270 项。其中推行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多

项措施主要集中在投资、金融服务、跨境服务贸易

和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等议题，分别占服务贸易新规

则议题总数的 38%、19%、14% 和 14%，涉及电

信、竞争、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议题的举措相

对较少，尚未有涉及国有企业议题的举措 ( 如表 2

所示) 。

在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议题的具体深度上，福

建省推行的对接举措一般高于我国国家层面参与并

签署的区域协定中关于服务贸易规则的承诺。与国

内其他 20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福建省推行的服

务贸易新规则制度创新举措涵盖了 108 项全国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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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建省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创新举措

Tab. 2 Innovative measures of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 in Fujian Province

议题名称 创新举措 /项 所占比例 /%

跨境服务贸易 39 14

金融服务 50 19

商务人员临时入境 39 14

电信 2 1

电子商务 13 5

投资 101 38

政府采购 1 0

竞争政策 17 6

知识产权 8 3

国有企业 0 0

合计 270 100

注: 根据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举措整

理得出。

106 项复制拓展，其中涉及对台湾地区先行先试的

举措达 53 项 ( 包括 31 项全国首创和 19 项复制拓

展) 。在具体议题纪律深度上，尝试多方面制度创

新，具体如下:

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福建省重点在服务平台

建设、物流管理和企业投资等方面推行有利于跨境

服务贸易便利化、突显对台湾地区先行先试措施的

实施。例如，在平台搭建方面，建立了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和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

“丝路海运”平台、“关数 e”应用平台，促成了旅

游要素同业 O2O 交易中心和跨关区调机维修业务的

开展等; 在物流方面，推行的冷链物流标准化制度、

港内航行船舶 “多证合一”等措施成为全国首创;

在企业投资方面，注重为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如

推行企业注册登记改革，简化了中小微加工贸易企

业电子化手册等。同时，在对台湾地区先行先试方

面，福建省分别在两岸合作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台

湾海峡航运气象条件等级地方标准、构建两岸商品

互联网通道以及完善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资金监

管等方面做出了尝试。

在金融服务方面，福建省着重在金融开放创新

方面进行先行先试。比如，在保险和贸易结算方面，

分别对台湾地区推行两岸保险 “创研中心”和增值

服务、两岸贸易结算新模式等。同时，试行了保险

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等事中事后监管，试点关税保证

保险等。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上，尝试推行跨境人民

币“反向风险参贷”，创新融资租赁企业对台湾跨

境人民币贷款业务、个人经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

跨境人民币业务等。在服务平台上，设置了海峡基

金业务综合服务平台、手机微信端线上 “银税互

动”平台、跨境业务区块链服务平台、金融司法协

同平台等。在融资方面，采取了助力小微企业融资

和其他融资租赁举措。比如通过 “银税互动”助力

小微企业融资，创新融资租赁双保理供应链金融服

务，以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和专属信用卡形式降

低他们在闽融资成本等。在离岸服务方面，对台湾

地区离岸业务给予有力支持，尝试以跨海峡人民币

清算为突破口，率先建立跨海峡人民币代理清算账

户群。

在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方面，福建省在职业资格

采信等方面做了创新。如为便利台胞在大陆就业创

业，率先直接采信台湾地区居民 20 个工种职业资格

和 52 项台湾地区职称［15］，其中包括为台湾地区船

员签发船员适任证书，采认台湾医师级别和教师从

业资格、台湾人才支撑评审、台资建筑业企业资质

认定、台湾中高层次人才认定等。其次，在旅行方

面，推动实行来厦非福建省籍人员赴金门游延伸至

澎湖游、非福建居民赴台湾本岛旅游免于提交暂住

证、两岸出入境人员 “无障碍、零等待”通关等措

施。同时，针对自贸试验区外籍员工，福建省在外

籍员工签发最长期限的居留证件和扩大自然人临时

移动的类别等方面做了尝试，这些举措也成为全国

首创。此外，也给予了台胞在社保、购租房、交通

购票、个人金融等方面享受与大陆居民同等待遇，

设置台胞参保直通车，推动台湾司法辅助人员引进

和服务机制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实施。

在电信和电子商务方面，福建省对电信领域推

行的举措并不多，主要涉及在平潭自贸片区推行台

胞专属电话套餐。针对电子商务，福建省在跨境外

汇管理、海外仓便利服务和互联网应用上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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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比如将外汇管理改革创新应用于远洋渔企形

成跨境外汇集成 “快捷通”模式，构建全省统一的

海外仓综合服务系统，引入 “互联网 + 保税展销”

模式和“互联网在线公证 + 电子公证书”服务等。

在投资方面，福建省引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

式，强调促使以商业存在形式出现的服务业投资便

利化。在市场准入方面，实行国家层面提出的外商

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并推

出便利服务业投资的相关举措。比如，在外资企业

设立方面，推行“一表申报”和 “一照一码”登记

制度，自贸试验区企业设立采取 “就近登记、全城

通办”等。在投资平台建设方面，设置了厦门两岸

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 “一站式”台胞台企服务

中心，在厦门自贸区设立大陆与台湾律师所联营办

公室等。在涉税方面，尝试推行投资便利化举措，

如税收服务自助双向电子取件模式、涉税电子文书

网上送达服务、国地税协同开展重点税源直报等。

除此之外，福建省也推出了两岸生态环境管理领域

标准共通的制度创新举措，为积极对接有关投资与

环境的规则做了尝试。

在竞争方面，福建省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创

新了监管体制机制。比如，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秩序

检测体系，评估公平竞争效率，及时发布不公平竞

争预警信息; 通过提倡市场主体进货自检模式，引

导市场主体自律; 出台国内首个 “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工作规范地方标准，实现监管的标准化、

规范化; 建立企业合规刑事引导机制等。此外，福

建省也推行平潭执法、自贸试验区综合执法体制、

试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等维护竞争秩序。

在政府采购方面，福建省对台湾地区推行了转

变政府采购职能的举措，即试行了政府购买公共体

育服务实行台湾体育运动总会担保制度，并成为全

国首创。

在知识产权方面，福建省在完善知识产权保障

体系和搭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平台方面做了尝试。

比如，建立专利、商标、版权 “三合一”知识产权

综合保护和管理机制，使企业在福州、厦门、平潭

三个片区内可以获取知识产权网上侵权与存证云服

务; 厦门海关自主研发 “知识产权保护 APP”，方

便外贸企业和海关快速有效沟通等。

五、福建省推进服务贸易新规则实践的进一步

思考与建议

加快实现我国与服务贸易新规则对接是适应世

界发展趋势的现实要求。我国要在新一轮国际经济

与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需要

全国各地充分发挥智慧，助力国家探索对接服务贸

易新规则的新样本。福建省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的

实践中，在遵循国家层面服务贸易承诺的基础上有

了自主创新，出台了多批对台先行先试等独具福建

优势的制度创新举措，彰显了地域特色，但仍存在

改进空间。比如，在制度创新议题上，多数举措集

中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和金融服

务层面，而对电信、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的议题涉

及不多; 在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方式上，福建省推

行的服务业开放措施存在散点式分布的特点，目前

尚未形成依据本省产业特色推出系统性、配套性的

开放举措; 在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力度和方向上，

福建省推行的制度创新举措并未显示出优先对其民

间资本 ( 企业) 开放或者加大开放力度等，这可能

将对其有效对接企业社会责任等新规则要求、激发

民间资本 ( 企业) 活力以及评估服务业开放风险带

来局限。为进一步推进福建省对接服务贸易新规则，

本文做了以下思考和建议。

第一，运用“链思维”夯实福建省对接服务贸

易新规则的产业基础。所谓 “链思维”就是从价值

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四个视角强化对数据、

人、资金和技术等服务贸易生产要素的融合。与国

内其他省市相比，福建省的最大优势在于 “人”，

包括民营企业、海外华商和台胞，而 “人”也是服

务贸易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因此，夯实对接

服务贸易新规则的产业基础，福建省可以运用 “链

思维”重点围绕 “人”来布局。首先，为筑牢 “留

人工程”做长期准备。政府层面应给予相应产业政

策指引，在配合国家整体产业布局的前提下，挖掘

本省产业优势、结合与其他省份甚至全球产业的配

套合作特点，利用福建省近台的地缘优势和海外华

商的血缘优势，吸引一批总部经济与金融、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生产性服务业项目落地，推动国际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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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来闽设立各类区域总部或次区域总部，鼓

励跨国资本以并购、战略性投资等方式参与纺织服

装、制鞋、食品加工、建材等福建省传统优势产业

重组和创新，创建具有福建特色的产业集群，为留

住本省人才创造沃土。同时，支持和鼓励尤其是海

外华商、台胞将具有强竞争力、高关联度和优成长

性的服务业引擎项目入驻本地，带动福建省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涵养有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复合型人才。其次，着眼于企业，尤其是本地

民营企业，引导和鼓励他们走 “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帮助其构建具有福建本地优势的服务贸

易产业完整健康生态链和生态系统，实现本地服务

业、服务贸易、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集聚协同发展。

最后，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搭建创新链平台。

比如，借助厦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和国家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平台，扩大福建省服务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服务化领域，带动本地区金融、

保险、电信及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知识产

权转让和许可等新兴服务贸易发展。

第二，实行服务业系统性、配套性的开放，扎

实推进福建省与服务贸易新规则的有效对接。具体

来说，应把服务业开放政策渗透到开放型经济全领

域，着重围绕制造业服务化开展服务贸易新规则的

有效对接。《福建省 “十四五”商务发展专项规划》

明确指出将聚焦构建 “六四五”产业新体系，因

此，福建省可以围绕集成电路、航空维修、新能源

汽车和机电设备等产业的实际服务制度需求，分类

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有针对性地实施服务贸

易新规则对接。其次，依托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厦门软件园，建强用好跨境电商和国际物流服

务平台，探索拓展海关业务中有关数字服务进出口、

电子商务、监管一致性等领域服务贸易便利化政策。

此外，针对我国目前在金融、电信、邮政、医疗等

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服务领域自由化程度较低的现

状，福建省可以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其天生敢闯敢干

的闽南精神，尝试在引入强有力的竞争制度的前提

下优先对这些民间资本 ( 企业) 进行充分开放，走

深闽商回归工程，在实践中摸索风险预防与管理

经验。

第三，在优先落实对接 ＲCEP 中相关服务贸易

规则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更高水平服务贸易新规

则对接的制度方式。目前，我国已经在 ＲCEP 中承

诺于 2028 年将服务贸易正面清单转化为负面清单。

对此，福建省可以依托中国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

区，在新增开的 22 个分部门 ( 包括研发、管理咨

询、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 和提高承诺水平的

37 个部门中，率先针对台商、华商进行先行先试。

此外，福建省可以在优先对接 ＲCEP 服务贸易规则

的基础上，尝试将 CPTPP 中有关推动服务贸易的更

高规则应用于民营企业、台商和海外华商，比如在

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人员流动限制、跨境数据流动

和监管一致性等方面大胆尝试，为国家层面制定更

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规则、加入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

协定贡献福建样本。

六、结论

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出现是由诸多客观和主观因

素导致的，它所倡导的规则议题需细化透明、纪律

深度需转向国内规制是必然趋势。在对接服务贸易

新规则的进程中，我国在宏观层面和部分服务领域

做出了大胆而稳健的对外承诺。然而，新规则的落

地实施，亟需全国各地敢于尝试和创新。在未来，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肆虐和服务贸易新规则

的逐步深化，福建省应致力于不断扩大服务业对外

尤其是对内开放，以新规则为标准，不断完善和落

实服务业开放制度创新举措，助力我国提升服务贸

易开放水平，实现与服务贸易新规则顺利接轨。此

外，推进福建省服务业开放与新规则对接需要制度

创新实践和理论评估并举。因此，厘清对接新规则

影响福建省不同服务行业开放的传导机制，量化评

估不同开放举措带来的潜在风险等，是未来进一步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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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Ｒules on Service Trade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Practice in Fujian Province

WEI Dana，b

( a． Maritime Silk Ｒoad Institute; b．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 Ｒesearch Center，HuaQiao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synergizing of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 i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Fujian Province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provide the Fujian example． Now，for the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it

tends to be refined and reflects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t national level，China has promoted the

breadth of topics and the depth of discipline． In the practice of synergizing the new rules，Fujian has highlighted it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owever，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such as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sues，and the way，intensity，and direction of the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 Therefore，Fujian needs to apply

“chain thinking”， implement systematic and complementary opening-up on the service industry，and explore

institutional ways of synergizing with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 at a higher level on the basis of priorit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nergizing of ＲCEP．

Key words: new rules on service trade; Fujian Province; innov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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