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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WTO体制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理念全球化角度，论证 了经济全球化对人们理念 

更新的客观要求，并揭示了人类视野拓新对社会进步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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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视野 

国际服务贸易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关系 

密切。可持续发展包含着三个方面特征，即 

生态的持续性 、经济的持续性 、社会的持续 

性。可以肯定，较之其它产业和部门，服务 

业、服务贸易在以上“三特性”上具有明显的 

优势，堪称可持续发展部门。 

2 国际服务贸易的经济全球化开放 

视野 

2．1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 

全球化 (Globalization)反映了当今世界 

的一大潮流，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必然。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结果 ，全球化进程就是从经济领域全球化起 

步的。美国人约翰 ·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 

趋势》一书中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 

之快前所未有，其中最惊人的变化也许是全 

世界正迅速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 

2．2 WTo调整的法律框架及其 GATS 

(1)wT0调整的法律框架。wT0条款是 
一 个包含了货物贸易、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 

等广泛内容的伞形条约。作为规范国际服务 

贸易的多边协议 ，《服务贸易总协定》首次确 

立了国际服务贸易的一般法律原则和纪律 ， 

这些原则和纪律是所有成员方都必须遵循 

的一般原则和纪律。它们适用于所有服务部 

门，而不论这些部门是否开放。 

该协定条款共分 6个部分、35个条款和 

1个附录，其主要宗旨是要实现服务贸易 自 

由化 ，希望建立一个服务贸易准则和规定的 

多边框架，从而在有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 

条件下扩大该类贸易 ，并以此促进各方的经 

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2)中国与 GATS。中国加入 wT0是顺 

应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战略选择，它使中国 

经济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入相互依赖的国际经 

济背景中。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为206亿美 

元，到 2000年则跃升为 4 737亿元，排行世 

界第九大贸易国；利用外商投资(FDI)总计为 

3 000亿美元，其中2000年 1月即利用外资 

407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 、发展中国家排名 

第一的外商投资大国。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95 933亿元，比上年增长 7．3％；2002年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8％，多数 

经济指标好于预期。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 

及中央政府政策得力而带来的伟大成就。 

2．3 WTO体制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整合 

过程 

(1)对于 WTO规则，成员方只能遵循， 

不能违背。在 WTO体制下，任何越轨的计划 

和行为都是徒劳无功且非法被动的。前不 

久，美国对进口钢材违规开征高关税 ，就遭 

到包括欧盟在内的成员方的反对或制裁。对 

此 ，中国当然行使 WTO成员的权利，对美实 

施惩罚性 关税。据 中国中央 电视 台报 道 

(2002年 5月 18日)：“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 

表团 17日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为报复美国 

对进 121钢材违规高征关税 ，中国将对从美国 

进口的废纸、豆油和压缩机等 3项产品征收 

惩罚性关税，总额计9 400万美元。虽然实施 

上述报复性关税措施的时限定在 2005年 3 

月，但此举已确认了中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 

讨回有关损失的权利。”从这一 国际性案例 

可以看出，成员方都只能坚守 WTO规则 ，包 

括中美在内的任何大国都不能例外。 

(2)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人们只能直面 

不能回避。正视经济全球化浪潮也可以说就 

是直面 vcro体制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整合 

过程。这种整合过程表现在：正视经济全球 

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 

正视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整体关联性；正 

视政府机关的行为既是为本 国也是为全人 

类谋福利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性，那么，发达 

国家及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政府要 

员和各界人士都有义不容辞地全面而认真 

地履行 WTO规则和遵守通行的国际惯例的 

义务。任何违背国际法准则，任何霸道行径， 

“特权”思想都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是短命 

的。以国际服务贸易之一的“教育国际化”为 

例，WTO规定：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学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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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支持专业人才流动，减少移民限制。这为 

各国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 了更为 

广阔的空间，增加了教育资源供给的多样性 

和选择性。由此可见 ，国际服务贸易的各个 

部门即是具有直面经济全球化且具开放视 

野的典型部门。 

(3)在全球经济整合过程中经济增长的 

同比效应凸现。以中国为例 ，其出口同比大 

幅度增长，据《南方日报》报道，2002年上半 

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超过 14％。权威人士 

分析，外贸出口形势如此之好，是由中国加 

入世贸正面效应显现等因素造成的：① 2002 

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尽管出现 

了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新问题，但从总体 

上看，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限制有所减少，这 

使 中国的出 口商品有 了更广 阔的 国际市 

场。②美国“9·11”事件后，出现了全球生产 

转移效应。中国由于稳定的政治环境 、快速 

发展的经济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促使许多跨 

国公司将其生产和采购地点转移到中国。中 

国成为此轮转移效应的受惠者。③近来美国 

经济有所复苏，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使 

得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近 20％。 

3 国际服务贸易的理念全球化创新 

视野 

3．1 中国人：站在落后的起跑线上 

江泽民纵观世纪之交的发展大势 ，深刻 

地指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 

术革命”。鉴于此，他还作了历史性回顾 ：中国 

历史悠久，在科技领域有过辉煌成就。白明朝 

末年起 ，中国开始在科技领域落后于其它国 

家。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再到最 

新的互联网，世界科技 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 

为什么落后?江泽民分析指出：“近代从林则 

徐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就不断提出和思索这个 

历史课题，但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以毛泽 

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回答：中国落后 ，是由于生 

产力的落后和社会政治的腐朽。西方列强对 

中国的欺凌，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国 

家的衰败。”有鉴于此，中国人应当解放 自我， 

急起直追，唯此，才能振兴中华。 

3．2 服务贸易 ：产业结构的历史性倾斜 

在这场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中，我们不 

能像以往那样白锁于 “象牙塔”中的传统科 

学研究中，要使高科技迅速地转化为生产 

力 ，形成产业化。对此 ，服务业(第三产业)与 

服务贸易承担着历史重任。因特网(Internet) 

仲向全球各地 ，克隆(clone)“风暴”震惊了社 

会各阶层，预示着新的世界高科技将进一步 

加速发展，将更直接地向经济、政治 、文化 、 

军事乃至于宗教 、理念等各个领域广泛渗 

透，进而变革人们的观念 、生活和社会结构， 

变革整个世界。 

据统计 ，1981—1992年，主要发达国家 

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l倍多；同期制造业为 

29％ ，欧 共体 的 比率 则 分 别 为 64％ 和 

66％。显然，科技、商贸、旅游，跨国公司和出 

国劳务等部门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高新技 

术产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也将 

确立其在社会经济中的突出地位。 

3．3 理念更新 

(1)时代要求人们更新观念。在 WTO、国 

际交流及其高新科技背景下，人们的创新意 

识、开放意识 、民主意识 、地球村意识空前发 

展。同时由于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服务贸 

易使国际交流、民间交往频繁，纽带加强，也 

带来民族、区域的经济大冲突 、大融合。 

(2)理念更新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但理 

念只能在新与旧，保守与革新的碰撞 、冲突 

中更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形成与 

其生活环境、社会经历 、政治背景等紧密相 

关 ，是人们长期生活的积淀 ，往往根深蒂固 

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因此 ，理念的更新 

虽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但新理念不可能在 

“风平浪静”中产生，它必须经过酝酿、碰撞、 

冲突(冲击 、斗争)才得以产生。 

(3)冷战后 ，全球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 

段。为了通过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实现利润 

最大化，商品、资金 、技术 、劳务、人员和信息 

等生产要素加速在全球流动，各种生产要素 

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障碍不断减少，从而促 

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以因特 

网为代表的信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大大促进 

了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化。不同的政 

治体制、文化模式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接触 

增多、碰撞加剧，结果是建筑在强势物质基础 

上的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具有 

强大的对外辐射力，越来越成为仿效的对象， 

对全球意识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 “一损俱 

损，一荣俱荣”。这就是对距人类并不遥远的 

地球村文明特征的概括。 

人类需要和平与发展，人类需要共享文 

明成果，如何共建美好的家园，共铸地球村 

文明，既是世界各国人民及其各阶层人士认 

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基于人类的共同利 

益所应具有的新的视野。——地球村文明应 

当具有这种无比巨大的整合性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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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View on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Under the WTO's System 

Abstract：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will be becoming a。focus of the world attention
， which is concerned bv every 

government，the field of he international economy，political and law，the academic and business circles under the 

system of WTO．Based on the extensive actual materials，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Dment 

0f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dea has argued the objective re— 

quirement for mankind to renew the idea and enlightened the social historical sighnificance of human being to 

keep the innovation i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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