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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服务贸易学是研究各种服务通过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四种提供方式
实现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及国家对这些活动开放和管制政策的效应本书紧紧抓住服
务贸易产品、提供方式、开放与管制政策等方面的独特性，主要就国际服务贸易的理论、政策、国际
规则、协调机制、竞争力及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学，不同性质服务贸易部门的特点等进行阐述，特别对
我国所面对的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战略等问题予以必要的关注。
全书结构严谨、体系新颖、全面系统，反映了国际服务贸易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新进展。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相关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从事有关服务贸易的
管理者、企业家及其他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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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及其协调机制　　第一节 WTO体制与服务贸易协议形成　　（二）发
展中国家的主张　　美国的上述主张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落后，在绝大多数服务贸易领域都维持着各种壁垒，做到服务贸易
自由化困难重重。
以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将服务贸易纳入GATT体制，它们不仅认为本国尚未成熟
的服务部门属“幼稚产业”，经不起发达国家服务部门激烈竞争的冲击，而且指出服务贸易争端不应
与商品贸易谈判联系起来。
然而，随着谈判的进行，发展中国家为了换取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商品贸易上的让步，便在服务贸易谈
判中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使服务贸易在如何纳入GATT多边贸易体系问题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即采
取“双轨制”的谈判方式，将服务贸易作为与商品贸易并列的议题，由各国就旅游、建筑、金融、保
险、电信、专业人员服务等展开具体谈判。
　　（三）服务贸易谈判的历程和GATS的产生　　“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大体经历了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1986年10月27日至1988年11月。
该阶段的谈判重点是关于服务贸易的定义、范围，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或协议等问题。
这一阶段各方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对国际服务贸易作比较狭窄的定义，即“居民与非居民进行
的跨国境的服务购销活动”。
这个定义将跨国公司内部交易和诸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服务等不必跨越国境的交易排除在外。
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坚持较为广泛的定义，将所有涉及不同国民或国土的服务活动纳入国际服务贸易范
畴。
欧共体提出的折衷意见主张不预先确定谈判范围，而是根据谈判需要对国际服务贸易采取不同定义。
多边谈判基本上采纳了欧共体的意见。
　　第二阶段为1988年12月至1990年6月。
1988年12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了中期评审会谈，会谈中为加速谈判，各国将谈判重点集中在透
明度、逐步自由化、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例外和保障条款，
以及国内规章等原则在服务部门的运用方面。
1989年4月，服务贸易工作组举行会议，决定开始对电信和建筑部门进行审查，然后又审查运输、旅游
、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这样就进入了“部门测试”过程。
与此同时，各国代表同意采纳一套服务贸易的准则，以消除服务贸易谈判中的诸多障碍。
各国分别提出自己的方案，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1990年5月中国、印度、喀麦隆、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七个亚非国家向服务贸易谈判组
联合提交了“服务贸易多边框架原则与规则”提案，对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
等一般义务与市场准人、国民待遇等特定义务作了区分。
后来GATS广西结构采纳了“亚非提案”的主张，并承认成员方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做出
了很多保留和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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