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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服务贸易发展问题探析

陈思旭

【 内 容 提 要 】 近年来，随着中俄经贸合作不断升温，两国间的服务贸易呈现良好发

展态势。中俄在旅游、运输、劳务和工程承包等传统服务行业领域合作发展迅速，而在

金融、保险、通信等新兴服务行业领域亦展开了密切合作。两国服务贸易正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服务贸易规模小、服务行业结构不平衡、中国对俄服务贸易连年逆差等一系列问题，

为此，中俄两国应充分发挥服务贸易潜力，加强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与规划，推动

双边服务贸易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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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继续呈现服

务化的趋势当中，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

来越大，其对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有重要的意

义。近年来中俄两国展开了积极的服务贸易，但合

作规模及在双边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远不及货物贸

易，这种状况与两国较大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不

利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而服务贸易的大力

发展有助于转变中俄经贸增长模式，提高合作的质

量和水平。中俄应从战略高度出发重视服务贸易的

发展，拓展服务贸易领域，探索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中俄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中俄两国同属传统服务行业大国，尤其是中国

的旅游业、俄罗斯的运输业都位居世界前列。近年

来，随着中俄经贸合作交流的日渐增强，两国在服

务贸易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一）传统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1. 旅游业

近些年，中俄旅游合作的发展持续升温，旅游

业已经成为中俄服务贸易中发展 快的行业之一。

根据中国国家旅游总局的统计，2010 年来华的俄

罗斯游客达 237.03 万人，同比增长 15.9%，占全

国同期外国游客入境总人数的 13.4%，成为继日本

和韩国后中国第三大外国游客来源国①。并且，俄

罗斯人来华旅游呈现向中国内地纵深扩展的趋势，

成为中国内地许多景点入境游的主要客源。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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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第二大入境旅游客源国。据俄

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 年俄罗斯共接

待了 43.4 万中国游客，仅次于德国游客的数量。

自 2005 年 8 月 25 日起，俄罗斯已成为中国公民出

国旅游主要目的地国家，中国旅游者赴俄旅游可通

过中俄互免团体签证渠道，这为中俄旅游合作注入

了新的动力。中俄两国还将互办旅游年：2012 年

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旅游年”，2013 年在中国举

办“俄罗斯旅游年”。随着中俄旅游市场经营日益

规范化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两国间的旅游服务

规模将会逐步扩大。

2. 劳务和工程承包

劳务和工程承包合作是中俄间传统的合作领

域。据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经商参处统计数据显示，

2009 年和 2010 年中俄新签劳务和工程承包合同额

分别为 12.1 亿美元和 11.9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分

别达 10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2010 年年底中国在

俄各类劳务人员约 2.1 万人，分布在农业种植、森

林采伐、建筑装修、木材加工等领域①。另据俄罗

斯相关调查机构统计，近十年来俄罗斯境内来自中

国的非常住人口保持相对稳定，总量在 10 万～ 20

万人之间，主要集中在莫斯科、远东和西伯利亚等

地②。尽管两国劳务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整

体来看，两国劳务合作的规模与水平较低，同目前

俄罗斯劳务市场的巨大缺口及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

现实相比十分不匹配。两国需充分利用互补性优势，

扩大劳务合作的规模，以促进双边经济的发展。

此外，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

国企业参与俄方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及矿产资源

开发呈现巨大的潜力。目前，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

公司等众多中国企业在俄承建了一批有影响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如莫斯科联邦大厦、圣彼得堡商业

中心等。2011 年 9 月 30 日，中国在俄远东 大的

工程承包项目——由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

的基姆坎－苏塔尔矿业联合企业选矿厂项目奠基仪

式在俄远东犹太自治州举行③。该项目是两国元首

2009 年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

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

2018 年）项下重点项目之一，对提升中国与俄罗斯

远东地区经贸合作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3. 交通运输 

随着中俄商品货物进出口量连年增长，两国在

铁路、公路、航空与河运等领域合作都有长足进

展。在铁路运输方面，俄罗斯铁路开放型股份公

司与中国交通运输部签署了有关货物信息交流的协

定，2008 年两国间 主要的运输方式——铁路的

货物运输量为 4760 万吨。在航空运输方面，中俄

双方已经起草了民航运输协定，增辟了两国之间各

地航线和班次，使两国不同城市旅客往来时不用转

机就能直接抵达。除铁路与航空运输外，中俄间的

江海联运也获得长足发展，如俄罗斯航运公司运输

木材的商船从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和滨海地区

出发可以直接运抵中国海港。目前木材运输已经在

中国的 15 个海港实施江海联运，木材运输量达 18

万～ 24 万立方米④。此外，中俄双方交通主管部门

加强了界河和开放水域的水运基础设施和支持系统

的建设，对边境地区 25 个水运开放口岸的港口进

行了改扩建配套设施建设。

（二）新兴服务贸易行业迎来新机遇

1. 中俄金融与保险领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金融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两国金融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目前，中俄已经召

开四次金融合作论坛，及时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力

地促进了两国金融合作的发展。双方央行共同签署

了多个双边协定和纪要，两国商业银行间建立了广

泛的业务关系，互设机构，扩大合作范围，增加了

授信额度，证券和保险领域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

话和交流⑤。2011 年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在俄罗斯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

结算协定。协定签订后，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

扩大到了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协定规定，

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兑换货币、人

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⑥。

2. 中俄通信合作迅速发展

近年来，两国在通信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① 中俄经贸合作简表，http://www.crc.mofcom.gov.cn/article/
tongjishuju/201103/74048_1.html

② 胡仁霞、杨茜淋：《俄罗斯人口形势与中俄劳务合作的前景》，

载《人口与经济》2007 年第 3期。

③ 中国在俄远东地区 大工程承包项目举行奠基仪式，http://

news.xinhuanet.com/2011-09/30/c122113778.htm

④ 宋魁：《从纳霍德卡国际集散港建设看中俄物流业合作》，

http://www.china5e.com/blog/754/20110214.html

⑤ 《中俄金融合作取得积极成果》，http://www.cnfstar.com/news/
2006/20060323/2006032334477.shtml

⑥ 《中俄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http://www.pbc.gov.cn/publish/
goutongjiaoliu/524/2011/20110623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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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４月俄罗斯电信和中国电信签署了“亚欧

光缆”（TEA）项目合作协议。2006 年 5 月，俄

罗斯电信公司开通了从俄罗斯别洛戈尔斯克和布拉

戈维申斯克市（海兰泡）至中国黑河市的商业光纤

线路。2007 年，双方又签署国际互联网大容量互

联协议开通直联网络，该合作协议的实施将优化两

国间互联网流量传输性能，缩短两国间信息传递时

延，进一步提高两公司用户访问对方国家互联网的

服务质量①。此外，随着俄罗斯通信市场需求量的

增长，中国的华为、中兴通讯、TCL（创意感动生活）

集团等知名企业正在从加速发展的俄罗斯通信市场

中获益。中国华为与中兴分别于 1995 年、1999 年

进入俄罗斯电信市场，TCL 于 2004 年成功收购法

国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后，在俄销售大幅增长，TCL
电视 2005 年在俄总销售量为 100 万台。如今 TCL
已跻身俄罗斯电视消费市场前十名。2008 年以华

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与俄罗斯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维

佩尔通讯（VimpelCom）签署 3G 网络设备合同。

目前华为的光路网络、无线网络设备都已经在俄罗

斯站稳脚跟，华为在俄公司雇员中的 80% 为本地雇

员，实现了属地化管理②。从目前中俄合作情况看，

通信合作已经成为双方探讨合作的热门领域之一，

而随着俄罗斯 2011 年 12 月 16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WTO），俄通信市场也将发生重大的变革，

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应在俄移动通信网络升级过

程中抓住机遇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3. 中俄教育领域卓有成效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

中俄在教育领域交往频繁，合作广泛，卓有成效。

特别是 2000 年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以及下设

的教育合作分委会的成立，对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目前中俄教育合作分委会

已举办十一次会议，在该框架的积极推动下，中俄

互派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2011 年在俄罗斯的中

国留学生已达2万人，而在华俄罗斯留学生也达1.3

万人。为加强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2002 年、2006 年分别成立北京大学—莫斯科国立

大学联合研究生学院和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远东国

立大学联合研究生学院，标志着中俄文化合作和高

层次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两

国进一步加强双边语言文化学习，积极拓展办学合

作新模式。据中国国家汉办数据统计，目前俄罗斯

已拥有包括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远东国立

大学孔子学院等 16 所孔子学院，还有新西伯利亚

国立大学孔子课堂等 3 所孔子课堂，共有 100 多所

高校开设了汉语专业③。为服务国家对俄战略实施

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按照中国教育部要

求，2011 年 6 月黑龙江大学成立了中俄学院。该

学院为黑大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联合设立

的公办全日制学院，开设化学、应用物理学、生物

技术、应用数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和法学6个专业，

走“专业 + 俄语”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道路。

这一中俄合作办学新模式全面构建了中国对俄人才

培养、科技合作、战略咨询和服务的高端平台④。

此外，双方还开展了一系列人文领域活动，如在两

国大城市举办中俄两国大学展，互办中俄高校大学

生艺术节和开展中小学生冬夏令营活动等。可以说，

近年来中俄教育合作交流形式多样，合作的质量有

了很大的提高。

二、中俄服务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目前中俄服务贸易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

两国服务贸易起步晚，服务贸易规模及合作领域等

方面与双边货物贸易相比均不占优势。

（一）中俄服务贸易远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

尽管近几年中俄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与货

物贸易相比，发展还是相对滞后。如表 1 所示，

2005 ～ 2010 年，与中俄货物贸易总额相比，服

务贸易额较小。2005 年、2006 年服务贸易额在贸

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均为 5%，2007 ～ 2010 年所占

比重仅为 4%。此外，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中俄服务

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

2005 ～ 2010 年间（除 2009 年下降外），货物贸

易额同比上年增幅平均值为 30%，服务贸易额同比

上年增幅平均值为 13.4%。可见中俄服务贸易整体

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货物贸易服务。

① 《中俄签署国际互联网互联协议》，http://www.jdol.com.cn/jdnews/
85932.html

② 《俄罗斯市场为中国通信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http://www.
hqew.com/tech/news/283099.html

③ 《中国国家汉办 / 孔子学院总部》，http://www.hanban.edu.cn/
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④ 《黑龙江大学中俄学院正式揭牌成立》，http://www.hlju.edu.cn/
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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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俄服务贸易结构不均衡

中俄服务贸易发展不仅滞后，而且结构也欠合

理。目前，两国服务贸易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运

输、建筑等传统产业和部门，而中俄间金融、保险、

通信、咨询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行业的合作则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运输业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传统项目，在服务

贸易进出口中占较大比重，但常年呈逆差状态，

是服务贸易中逆差 大的项目。旅游业是中国服

务贸易的传统优势产业，是少数对俄顺差的产业

之一，但中俄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

的：签证手续烦琐、中俄之间文化差异而产生的

误解、中国某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产生的负面影

响以及旅游产品单调、质量不高的问题仍困扰着

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

中俄服务贸易在行业之间分布并不均衡，中国

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建筑等传

统服务行业，进口则要广泛得多，除了传统服务行

业外，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

费、金融等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服务业开始成为中

俄服务贸易的助推器。俄罗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发展迅速，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化趋势明显。

（三）中国对俄服务贸易逆差有扩大趋势

近年来，尽管中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由于

两国服务贸易在产业结构、体制等方面存在众多障

碍，导致中国对俄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从表 1 可以

看出，2005 ～ 2010 年间，中国对俄服务贸易出口

额除 2010 年为 9.92 亿美元外，其余年份均不到 9

亿美元，而进口额除 2005 年为 9.65 亿美元，2009

年为 9.91 亿美元外，其余年份均在 11 亿～ 15 亿

美元之间，中国对俄服务贸易进出口收支平衡逆差

呈现逐步扩大趋势，

中国较俄罗斯服务产

品的总体竞争力处于

劣势。

（四）中俄服务贸

易在各自对外服务贸易

中地位低

中国与俄罗斯在服

务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平

衡。由于两国经济联系

紧密度、文化服务需求依赖度不高导致中俄双边服

务贸易关系发展缓慢。

目前，俄罗斯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世界 12

个国家，其中俄罗斯服务出口的主要伙伴是美国、

德国、英国、瑞士和塞浦路斯，俄罗斯服务进口的

主要伙伴是土耳其、英国、德国、芬兰和美国①。

中国的服务贸易伙伴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2008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

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服务进出口额达 20825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68.4%。其

中，中国香港、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为中国前

五大服务出口市场；中国香港、欧盟、美国、日本

和东盟为中国前五大服务进口来源地②。由此可见，

中俄两国均不是对方的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这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俄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速度缓

慢，与两国总体经贸合作发展速度不相符。

三、中俄服务贸易制约因素分析

尽管中俄服务贸易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

仍存在诸多阻碍合作的制约因素，其中既有俄罗斯

对中国服务产品所设置的严重的贸易壁垒，也有中

国对俄发展服务贸易观念的落后与行业比较优势的

不足。

（一）来自俄方的制约因素

1. 俄罗斯对中国劳务输出设置了诸多障碍

俄罗斯刚刚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此前由于未签

①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услугами по основным странам-Партнер 
Росси.http://www.cbr.ru/search/print.asp?File=/eng/statistics/credit_statistics/
trade_2005-10 _e.htm

② 陈梁：《中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载《俄罗斯东欧

中亚市场》2010 年第 3期。

表 1  中俄贸易总额及服务贸易额相关数据统计（2005 ～ 2010 年）（单位：亿美元）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中俄贸易总额 291 333.9 481.6 568.3 387.96 554.5

中俄货物贸易额 274.86 316.5 460.5 543.66 369.81 530.96

中俄服务贸易额 16.14 17.4 21 .1 24 .64 18.15 23.54

服务贸易额所占比重  5% 5%  4% 4% 4% 4%

对俄服务贸易出口额 6.48 6.36 7 .48 8 .69 8 .24 9 .92

对俄服务贸易进口额 9.65 11.03 13.66 15.94 9 .91 13.62

对俄服务贸易进出口收支平衡 -3.16 -4.67 -6.17 -7.25 -1.66 -3.70

资料来源：根据俄联邦中央银行及中国商务部数据整理，http://www.cbr.ru/search/print.asp?File=/eng/statistics/
credit_statistics/trade_2005-2010_e.htm 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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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贸易服务协定》，自然人转移受到限制，影响

了服务行业自由化的实现，成为中国对俄劳务输出

向其第三产业转移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俄对中国

劳务人员实行配额制管理和对劳务人员在俄自用生

活及生产资料征收高额关税。俄罗斯引进外籍劳务

人员除需要到其所在州、区行政机关进行审批以外，

还需报请俄联邦政府移民局审批，且对外籍劳务人

员配额发放数量远远低于实际需求量。面对日益严

峻的国内就业形势，俄罗斯大大降低引进外来劳务

人员的配额，2010 年俄罗斯政府引进外来劳务人

员的配额由上年的 200 万人调低至 130 万人①。

2. 俄罗斯对外资企业实施过高的认证标准

根据《俄联邦产品及认证服务法》，俄罗斯对

国内生产或者进口的产品均实施强制认证，必须获

得俄罗斯政府批准的证书（GOST）才可使用或上

市。而在实践过程中，俄罗斯强制认证的标准繁杂，

其中 70% 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部分产品安

全系数标准甚至高于一般发达国家②。尤其是在承

包工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相关技术标准的认定问

题。可以说，俄联邦认证标准给多数刚刚进入俄罗

斯市场的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设置了许多

障碍。由于俄罗斯不承认相关国际标准的认证，中

方设计和施工单位在俄须重新办理资质认证手续，

其繁杂程度相当于重新建立一个设计机构或施工企

业，迫使中方被迫选择俄罗斯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

进行多数项目的设计建设。而俄方的收费标准通常

比中方同等企业高 3～ 5倍甚至更多③。

3. 俄罗斯海关报关手续烦琐、通关壁垒严重

俄罗斯海关部门的通关手续烦琐、程序复杂、

时间较长（通常需一个半月），企业的生产与经营

往往因临时性急需产品通关的延误而耽误。而目前

俄海关还未实行电子报关，加之俄海关人员的腐败

行为，加大了企业的贸易成本。此外，俄罗斯的通

关壁垒极其严重，如在运输领域，俄至今未开放铁

路客运和货运市场，不允许外商设立合资企业，提

供装卸集装箱堆场、船舶代理、通关等服务，也不

允许外商从事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在中

国企业对俄跨境公路运输过程中存在诸多非国民待

遇限制④。

（二）来自中方的制约因素

1. 管理决策部门对发展对俄服务贸易重视程度

不高

欧美西方国家服务业发达，目前已拥有的服务

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 75% 以上。随着市场与

成本的压力凸显，全球服务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大了与欧美等国

的服务贸易，而俄罗斯近年来虽然实现了经济的快

速增长，但始终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且服务业

不发达，中俄经贸合作总额的提升主要依靠商品贸

易。因此，我国管理决策部门更看重与西方国家的

服务贸易，而对发展对俄服务贸易的政策扶持力度

不够，使得与俄罗斯在高附加值的金融、信贷等部

门的合作进展缓慢，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对俄开

展服务贸易的步伐。

2. 缺少对俄发展服务贸易的统计信息

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我国商务部成立了服务

贸易司，设立了包括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中俄经

贸网等在内的相关服务贸易网站，但上述网站所提

供的中俄间服务贸易情况的数据统计信息甚少，同

时缺少对中俄间各服务行业合作的综合分析。另外，

一些权威的中介信息机构也较少提供相关数据的统

计及信息的分析，使企业对俄罗斯目前的市场状况、

行业需求、投资环境、政府政策等方面的信息了解

不足，影响了两国企业间建立有效的经济合作关系。 

3. 我国对俄输出劳务人员比较优势不强

中国向俄罗斯输出的劳务人员大多从事农业劳

务和建筑装修，基本上是简单的体力劳动，技术水

平不高，而其中一些劳务人员缺乏必要的基本素质，

不遵守当地法律、打架斗殴等损害中国人形象的事

件时有发生。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重点体现在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水平和高新技术的应

用能力上。俄罗斯有学者曾表示：俄罗斯的确需要

引进外来劳动力，但不是工人，而是需要有专业技

术的高素质劳动力⑤。因此，我国如果不加快提高

劳务人员素质与技术能力的培训，现有的劳动力优

势就会在对俄劳务服务市场中逐渐丧失。

4. 对俄服务贸易专业人才缺乏

发展服务贸易需要高层次管理型人才与技术应

① Череповец Для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урезали квоту. http://www. 
chere.ru/index.php?option=com_ content&

② 俄罗斯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政策，http://trade in services. mofcom. 
gov.cn/index. 81998.html

③ 李传勋 ：《对〈中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落实情况的思考及建议》，

载《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6期。

④ Череповец Для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урезали квоту. 
⑤ Жизнь в России глазами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http://www.polit.

ru/article/2008/10/20/demoscope347/#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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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人才。当前服务业人力资本，正由劳动密集型

向技术人力密集型转变。而我国对俄服务业还大量

地停留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的专业人才奇

缺，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所需的外向

型高级人才更是缺乏。如在国际贸易、国际会计、

广告、法律等领域，出现了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之

间的矛盾①。

四、发展中俄服务贸易的建议与展望

虽然目前中俄仍处于世界服务贸易链的低端，

但两国都已成为当今世界迅速崛起的经济体，拥有

较大的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随着

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俄也将很快成为服务贸易

大国。同时，两国的服务贸易有很大的互补性，若

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两国在国际市场上出现贸易摩

擦， 终不利于两国经贸的发展。因此，为保证中

俄服务贸易的长远健康发展，双方应积极拓展服务

贸易的领域，加强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和规划，

积极引导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

（一）中俄服务贸易建议

1.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中俄贸易结构

服务贸易能够提高货物贸易的附加值，为货物

贸易的升级和转型提供必要的支撑条件，尤其是金

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主要以技术资源和

人力资本为密集要素的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

中俄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知识

密集型服务合作规模与水平低下，不利于两国经贸

合作的长远发展。为此，中俄两国应在传统服务

贸易的基础上，大力拓宽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

易的领域，促进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发展。当前俄罗

斯正在逐步减少石油和初级原料的出口，恢复和扩

大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不断提高高新技术和知识密

集产品的出口比重。因此，中国应顺应俄罗斯经济

和外贸结构的调整加速与其开展技术贸易，通过技

术贸易加速我国国民经济部门的技术推广和发展速

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优化组合②。同时，

两国还应进一步加快在外贸信贷、保险、结算和仲

裁、信息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这

种全新贸易方式在信息领域的应用，促进服务贸易

的深层次发展。

2. 中俄服务贸易要实现政府层面上的合作

中俄两国要加强政府层面上的密切合作：一是

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双边商务部门的作

用，进一步推动双方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促进与限

制调整，拓宽市场准入，逐步规范双边贸易秩序；

二是充分发挥双方海关部门协调的作用，中方应力

促俄方按照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简化俄方通关程

序，缩短报关时间，加速通关便利；三是完善两国

间服务贸易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双边服务贸易相

关数据统计库，为企业提供相关经济政策、投资环

境、各种服务行业动态等方面的综合信息。

3. 加强中俄服务行业组织与企业间的交流

若要降低竞争性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加强两

国服务贸易行业组织及企业间的交流。建议多举办

各种服务行业展会及讨论会以增强两国间的行业自

律，减少市场恶性价格战；通过双方的行业交流与

合作，增强两国在共同制定服务行业标准上的实力，

实现共赢。

4. 争取在 WTO 多边贸易规则框架下推动中俄

服务贸易问题的解决

虽然俄罗斯外资法规定对外资企业和投资者给

予国民待遇原则，但实际上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没

有做到。如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审核过严且签证费用

过高，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活动进行法律规定

之外的检查等，而这些问题在双边谈判中难以解决，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可以通过 WTO 的《与贸易

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及相关服务贸易协定来协商。

5. 加强对赴俄劳务人员的培训及服务贸易专业

人才的培养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绝对

比较优势，但正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赴俄部分劳

务人员专业技能和素质普遍低下，极大地削弱了中

国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力。因此，建议负责招募赴俄

从事劳务的企业及相关部门，加大对劳务人员的专

业技能培训，加强其对俄罗斯国情、相关法律等方

面的深入了解，以提高劳务人员的技能水平和个人

素质。此外，当前我国熟悉对俄服务贸易的研究人

员、工程承包商、金融家、会计师、律师等高层次

管理和技术应用型人才十分匮乏，要加快服务贸易

人才的培养，应在开设俄语专业的高校及相关教育

机构设置专门的涉俄法律、金融、国际服务贸易、

① 吴美焕：《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选择》，载《赤

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版）》2011 年第 1期。

② 孙洪亮：《推动 21 世纪中俄经贸合作的新思考》，载《俄罗斯

中亚东欧市场》2003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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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等课程，并聘请涉俄银行、金融、信贷、

投资、工程承包等相关服务的专家讲座，同时积极

为俄语学生提供在相关领域的就业实习机会，以提

高对俄服务贸易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前中国黑

龙江大学成立的中俄学院对“俄语 + 专业”的综合

性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尝试。

（二）中俄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展望

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中俄两国合作中极具潜

力的重要领域，在世界经济继续呈现服务化的趋势

下，中俄双边的服务贸易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并

成为中俄经贸关系中的新的增长点。

1. 中俄服务贸易额将会持续上涨

由于俄罗斯对技术出口的限制和我国长久以来

对众多服务业的严格管制，中俄双边服务贸易额一

直较低，增长速度也不高。中国加入 WTO 以来，

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序推进。目前，中国在航运、公

路运输、旅游、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建筑服务、广

告、文化、法律等领域的开放承诺都已兑现；在金

融领域，保险业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加之中俄

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商品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必将

带动与商品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增长，从而共同

推动中俄双边服务贸易额的迅速增长。

2. 中俄服务贸易的合作范围将会扩大

目前中俄在运输、劳务和工程承包、科教文卫

交流、旅游、信息服务、跨国金融及保险服务等领

域的合作已经开始起步并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两国人文合作的加深以

及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两国服务贸易的合作范围

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前，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

“十二五”期间对外贸易的重要任务，也是俄罗斯

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重要领域，可见，两国

在这方面的思路不谋而合，从而为中俄服务贸易范

围的扩大带来了契机。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ino-Russian service trade assumes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with the Sino-Rus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upgrading.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tourism, 
transportation, labor service and engineering contract has a fast development, and the two countries also carry out 
a close cooperation in some new service fi elds, i.e. fi nance, insurance and communication, etc. Their service trade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so that there exis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small size, unbalanced structure and trade 
defi cit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with Russia in successive years. Therefore, both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tential of service trade,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and programs in strategy aspect and drive their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to develop consider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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