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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黄建银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100101)

摘要 当前，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出台了扶持和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并提出了要积极拓展中医药

服务贸易。笔者在本文介绍了中医药服务贸易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概念，并阐明了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对于中医药国际发展的

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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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OUr COUNU'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therefore，has implemented vari—

OU$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and pointed out the service trade of Chinese

medicine need to be proaetively expanded．The author introduced the concepts of service trade of Chinese medicine，expounded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service trade for the global．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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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2007

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提

出商务部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制定促进中医药

服务贸易发展政策，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发展中

医药服务贸易；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提出

了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2009年4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122号)明确了新时期发展

中医药事业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要完善相关

政策，积极拓展中医药服务贸易。什么是中医药服务

贸易?为什么要以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来推动中医药

走向世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首先了解与之相

关的几个重要概念：服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1服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1．1服务经济学上的“服务”是指一种特殊形式的

劳动产品，一般是指提供非实物形态的经济物品。对

于“服务”概念的探讨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和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逐渐丰富和发展。一般认为，

“服务”是对其他经济组织的个人、商品或服务增加的

价值，并主要以活动形式表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服

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同一般商品一样，是由生产

要素组成的，一般来说，服务包含资本、劳动力和知识

技术等3个基本要素。在估算服务产品的价值时，应

首先要考虑劳动的不同质量和水平，其次服务价格确

定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国家服务价格政策。

一般而言，得到的服务越困难，服务价格就越高；越能

提前了解服务的特点，就越可以支付更高价格；服务越

是标准化，消费者对价格就越敏感；按照消费者需求研

制的服务，消费者对于价格敏感程度就较低。

1．2服务业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服

务业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成为衡量

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成

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服务贸易是在一个

国家服务业成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越是具有竞争

优势的服务业越是能够实现服务贸易。

一般认为，服务业是指专门从事生产服务产品的

行业和部门的总称。相对于农业和工业而言，我国还

将服务业称为“第三产业”。服务业不但作为中间产

业强化农业和工业的结合，而且为工农业和自身发展

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围绕

着实物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则

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综合服务素质。服务业是一个大的

产业系统，是一个多层次概念；又是一个相对概念，在

不同国家与地区，服务业形成和发展的时间上有相对

性，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包含的范围在质和量上有很大

区别。服务业水平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个国家科技现代

化的标志，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从全球来看，服务业在

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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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有2／3是服务业创造

的；吸纳就业人数，在发达国家，占的比重一般在60％

一75％，中等收入国家为45％一60％，低收入国家为

30％～45％；并且，服务业中存在大量新兴产业，对经

济增长产生较高的贡献率。服务业通过其各种服务功

能，有机连接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多个环节，加速人

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运转，对推动工业化和现代

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联合国于1971年颁布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

准产业分类索引》，将全部经济活动分成10大项和若

干中、小项。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将服务业分成5类：

批发和零售商业、饭店和宾馆，运输、储存和通信，金

融、保险和商务服务，公共管理和国服，社区、社会及个

人服务。我国服务业按国民经济分类标准，包括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等15个行业；按

服务对象划分为两大类型：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

务业。教育、文化、卫生等属于消费者服务业；按产业

部门划分，通常分为工业服务业、设备和物质服务业、

智力服务业、文化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健康服务业。

环境和生态服务业、服务的服务业等8种类型。

1．3服务贸易 目前对于服务贸易有代表性的定义

多见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区域性集

团等国际组织，“服务贸易”一词最早出现在1971年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中，这份报告探讨

了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所涉及议题。后来美

国在{1974年贸易法》中首次使用了“世界服务贸易”

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服务贸易”便成为了

共同使用的贸易词汇。国际服务贸易指的是不同国家

之间所发生的服务买卖与交易活动，服务的提供国称

为服务的出口国，服务的消费届称为服务的进口国。

由于服务贸易内在本质的复杂性，围绕着国际服务贸

易的内涵，各国学者一直争议不止，直到1994年4月

15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才暂时中止

争论。这是因为这轮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简称CATS，并在CAPS中从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角度给

服务贸易下了较为准确的定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

指导性，并为各国和各界所普遍接受。

服务贸易有四种提供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

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是指服务的提

供者在一成员国的领土向另一成员国领土内的消费者

提供服务；境外消费，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国的

领土内向来自另一成员国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商业存

在，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个成员国领土

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为后者领土内的消费者

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以

自然人身份进入另一成员国领土内提供服务。

为了便于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

从实践和统计角度对服务贸易做了规定，其分类标准

基本以《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CPC)为基础，提

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

分为12大类和142个服务项目。12大类分别是：商务

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

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及社会服务，旅游及相

关服务，文化、娱乐及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其他未包括

的服务。 ’

2什么是中医药服务贸易

中医药服务贸易是在中国国内的中医药服务经济

的基础上，通过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而发展起来的。

中医药服务贸易指的是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与中医

药服务相关的买卖与交易活动，中医药服务的提供国

称为服务的出口国，中医药服务的消费国称为服务的

进口国。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按产业部门为中心

的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142个服务项

目，与健康相关的服务贸易归为“健康及社会服务”。

按照2008年联合国推出的最新《中心产品分类》方法

(CPC Version2)，健康服务分为三大类，即住院服务、

医疗与牙科服务和其他健康服务。其分类标准主要是

按照西医服务进行归类的，依据这个分类方法，中医药

服务贸易应该归属于“其他健康服务”之中。

但由于与中医药服务贸易相关活动涵盖在如下几

个领域之中，如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产业等，

所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以产业部门为中心的分类方

法，中医药服务贸易可以进一步细分为：1)中医药医疗

服务：指与中医药相关的医疗、保健和护理服务，其他

与人类健康相关的中医药服务及中医药社会服务等。

2)中医药教育服务：指与中医药相关的学历教育、职业

教育、继续教育、短期培训、专业水平等级考试及认证

认可服务，其他中医药教育中的相关服务等。3)中医

药分销与商务服务：指与中医药有关的贸易与分销、物

流服务，海外特许和连锁经营。与中医药相关的专业

性(含咨询)服务，中医药研究与开发服务及相关科技

服务，中医药翻译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市场调研

服务等。4)中医药主题旅游及相关服务(中医药医疗

旅游服务)：指与中医药相关的观光游览、康复旅游、住

宿、药膳食疗餐饮服务等相关服务。5)中医药文化、娱

乐及体育服务：指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学术交流、文化

出版、期刊杂志、影视音像、文博展览、武术气功等中医

传统健身服务。6)其他中医药服务：指随着经济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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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进步，及对中医药的需求而产生的相关上述几类

没有包括的服务，如中医远程会诊服务等。

从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来看，中医药服务贸易

主要形态如下：1)跨境交付：指与中医药相关的商务服

务，通过远程技术手段实现的跨国中医药的远程教育，

远程诊疗服务、养生保健国际咨询和认证服务等。2)

境外消费：指与中医药相关的教育服务，如外国居民到

中国中医药院校，或者其他中医药教育机构学习、培

训；与中医药主题相关旅游，如到中国进行康复保健休

闲旅游和就医；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娱乐及体育服务

等。3)商业存在：指与中医药相关的中国境内的医疗、

教育、生产、贸易、商务等经济实体或个人到境外设立

相应的经济实体为该国提供中医药服务。4)自然人流

动：中国境内的法人如企业或机构派遣本部人员(设

备)或自然人如中医药服务人员到国外从事与中医药

服务相关的医疗、保健、教育、科研、生产、贸易、文化等

服务贸易活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药服务在《服务贸易总协

定》中没有明确的分类表述，这是需要我国贸易界和中

医药界学术研究者共同研究的问题，争取在联合国《中

心产品分类》中明确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分类定位，以便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确定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

并据此进行国际谈判、贸易统计和市场分析，将有利于

制定相应中医药服务贸易政策和国际规则，推动中医

药服务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3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对于中医药国际发展的意义

与作用

中医药服务包含资本、劳动力和知识技术(即人力

资本)等三个基本要素，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非实物形态

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中医药服务进入国家公共医

疗卫生保险体系后，它成为一种具有公益性的公共服

务产品；在未纳入国家公共医疗卫生保险体系时，是一

种特殊形式的非实物形态的经济产品，需要通过市场

交换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中医药服务是具有

较高价格定位潜力的服务产品。因此，开展中医药服

务贸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与作用。

3．1 中医药服务是独具中国传统知识产权的特色服

务，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历经千年而逐渐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知识服务业，内涵极其丰富。其服务过程中

使用的中药尤其是道地药材涉及到生物学、生态学、遗

传学、环境学等多方面，是一种特殊的遗传资源和具有

能够采取较高价格定位的服务化产品，是中医药服务

贸易的重要要素，因此，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有较强

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医药服务还是重要的文化

现象，承载和表征着中华文化，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和

中国哲学思想的光辉，具有较强的文化价值，开展中医

药服务贸易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发展。

3．2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是中国为了在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国际体制与运行规则的需要。世界

贸易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负责产品与服务市场

准入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健康及社会服务”

是WTO关注的重要内容，并于1994年达成了《服务贸

易总协定》，其目标是推动全球服务经济的法制化和服

务贸易自由化。将国际间的服务交易活动以“服务贸

易”来表述和进行对话，并制订了按产业部门分类的服

务产品目录，以此开展国际双边、多边谈判。服务贸易

成为国际政府间对话与谈判的词汇和门槛。世界贸易

组织成员国依据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开展谈判，

谈判成功了就成为服务贸易；谈判未成功，该项服务产

品就不能跨过服务贸易的门槛，就不能与成员国开展

服务和人员市场准入及相关政策谈判。因此，“服务贸

易”是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的平台，我们需要借此平台来

推动中医药服务成为中医药服务贸易。

3．3中医药服务贸易是衡量国内中医药服务的基础

和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成效的标杆。中医药服务是

否能够以一个服务部门独立存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

体，是衡量其活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中医药服务能否

进行国际服务交易，开展国际交易活动，即中医药服务

贸易，是评估其国内服务产业基础和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可以通过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TC)、服务出口

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MS)以及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RCA)等来衡量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成效和

国内中医药服务产业基础。

3．4有利于打造“中国服务”品牌，促进中医药服务业

自身发展，提高中医药服务国际影响力。中医药服务

是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通过中医药服务贸易，

不仅可以促进中国服务贸易结构调整，还能有效地拉

动中药产品的出El贸易，带动就业、文化传播，促进资

金、技术、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推动中医药科研与学术

的进步，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5有利于推广和应用中医药国际标准，提升中医药

服务的质量和水平。通过中医药服务贸易，不仅可以

带动中药产品贸易，提升中药质量控制的水平和安全

性，也能够促进有关中药和中医服务标准的制定、推广

和应用，规范良莠不齐的中医药国际服务市场，提升中

医药服务水平和竞争力，树立中医药服务良好国际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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