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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创意产业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创意服务贸易也得

以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增速远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且自２００４年起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但在全球所处地位仍然偏低，
仍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按照ＴＣ指数和ＣＡ指数计量的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

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逐渐提升的演进趋势明显。为尽快提升中国创意

服务国际竞争力，应尽快建立创意服务统计信息系统，把创意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扶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引进创意服务业发展所需稀缺生产要

素，并建立创意服务发展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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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澳大利亚政府在《创意国家：联邦文化政策》（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报告中，首次提出“创意产业”概念，尤其是英国政府１９９７年专门成立的“创意产业

特别工作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在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１年 提 交 的 两 份《创 意 产 业 路 径 文

件》（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中，对创意产业的内涵、分类及其对英国未来经济发

展的战略作用和意义进行全面的阐释后，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并推动

创意产业成为２１世纪前十年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部门之一（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与

此同时，创意产业理论及政策也成为国内外争相研究的热点，创意城市（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创意集群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创意网络（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创 意 企 业 家（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创 意 生

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创意产品与服务（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ｇｏｏｄ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等新概念和新观点，被学术界

相继提出，并被应用于各国的创意产业（经济）行动和政策实践。①

由于创意与文化的不可分性，以及对创意内涵的理解差异，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术界也将创意

产业称之为“创意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或“内容产业”（隋新、张永庆，２００８）。我国政府采用了“文
化产业”的概念，但把“创意”置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为加快文化产业

发展，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与措施。２００９年，国务院

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此基础上，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

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目标。
为给学术研究、政府间对话及达成政策共识提供平台，推动创意产业（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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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方面的理论、实践及政策研究进展，详见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黄志峰（２０１０）和贺亮、龚唯平（２０１１）。



源，联合国贸发会议（ＵＮＣＴＡＤ）于２００４年设立创意经济项目（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并
于同年 联 合 其 他 国 际 组 织 成 立“创 意 经 济 多 边 机 构 非 正 式 对 话 工 作 组”（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对创意经济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与对策研

究。通过总结世界各国 创 意 产 业（经 济）行 动 实 践、政 策 做 法 及 学 术 研 究 成 果，ＵＮＣＴＡＤ相 继 于

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０年发布了两份《创意经济报告》，同时，在其官方网站建立了“创意经济”统计数据库。
按照ＵＮＣＴＡＤ《创意经济报告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６月更新后的“创意经济”数据库发布的统计

信息，２００８年世界创意服务出口额达到１８５１亿美元，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世界创意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

达到１７．１％，高于同期世界 创 意 产 品 出 口１１．５％的 年 均 增 速，也 高 于 同 期 世 界 服 务 总 出 口 年 均

１３．５％的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全球创意服务贸易出口下降１２．０％，出口规模缩小

为１６２８亿美元，但下降幅度低于全球服务总出口（１３．０％）的水平。与创意产业密切相关的“计算

机与信息服务”、“版税及许可费”出口，２００９年仅下降０．４％、０．２％。①

与创意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和潜在的重大影响相比，有关创意服务贸易的研究却十分匮乏，关
于中国创意服务贸易的研究文献则更少。除ＵＮＣＴＡＤ发布的两份《创意经济报告》对中国创意服

务进出口情况有所涉及外，国内外涉及中国创意服务贸易的研究文献仅有寥寥数篇。而且，这些研

究所依据的统计数据，也都是ＵＮＣＴＡＤ发布的２００６年以前的数据。张洁（２００９）通过构建创意产

业竞争力衡量体系并做实证分析后认为，中国创意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而创意服务的竞争

力则较弱。朱文静、顾江（２０１０）在对我国文化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时，将文化服务

贸易作为其中的一 部 分 进 行 分 析，得 出 了 我 国 文 化 服 务 贸 易 发 展 严 重 滞 后 的 结 论。尚 涛（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在对我国创意产业贸易结构、国际竞争力以及创意产业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定量考察和比较分

析时，也是把创意服务贸易作为创意产业贸易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创意服务业整体处于比

较劣势和较弱国际竞争力的结论。白远（２０１０）在对全球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格局进行

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是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出口大国、进口和消费小国。丛海彬（２０１１）对中日韩

三国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中国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强劲、
创意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差的结论。

上述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定量分析所依据的创意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完整性较差，使得研究

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偏差；②二是已有文献把创意服务贸易作为创意产业贸易的一部分加以

分析，只能说明中国创意服务的总体国际竞争力状况，而无法解释创意服务业内部不同类别服务项

目的国际竞争力强弱及动态演变情况。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根据ＵＮＣＴＡＤ《创意经济

报告２０１０》及其更新后的“创意经济”数据库所发布的最新全球创意服务贸易统计数据，③对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及国际竞争力演进情况进行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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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
ＵＮＣＴＡＤ在《创意经济报告２００８》中所发布的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全球创意服务贸易数据，仅是 全 球１１０个 经 济 体 的 统 计 数

据汇总，与全球创意服务贸易的实际情况相差较大，部分统计指标甚至只是少部分经济体统计数据的反映。如反映全球“建筑、工

程和技术服务”出口额 和 增 速 的 指 标，仅 仅 依 据２７个 经 济 体 的 统 计 数 据 计 算 而 得（详 见 ＵＮＣＴＡ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ｐ．２２８）。因此，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定

量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与事实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ＵＮＣＴＡＤ《创意经济报告２０１０》及其更新后的“创意经济”数据库所发布的创意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是全球１３０个经济体

所提交数据的汇总结果。虽然由于部分经济体、部分贸易项目的数据缺失或未提交，使得 统 计 数 据 仍 存 在 不 完 整 性，但 这 些 数 据

所涵盖的经济体数量，比《创意经济报告２００８》增加了１８％，包括了所有发达经济体、全部转型经济体和具有“创意服务贸易”实绩

的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创意服务贸易实现额占全球的９０％以 上。因 此，根 据 ＵＮＣＴＡＤ更 新 后 的 数 据，来 实 证 分

析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演变状况，与客观事实的偏差将大大缩小。



二、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根据ＵＮＣＴＡＤ所发布创意经济统计数据，中 国 创 意 及 相 关 产 业 服 务 贸 易 呈 快 速 增 长 态 势。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中国创意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速分别达到２７．３％、３３．４％，远 远 高 于 全 球 创 意 服 务

进、出口年均１５．６％、１７．１％的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虽然２００９年中国创意服务出口也下

降了８．０％，但下降幅度明显低于世界１２．０％的水平。从２００９年的进口来看，与世界创意服务进

口下降９．２％相反，中国创意服务进口则实现了１．８％的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创意相关产业中的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版税及许可费”的进出口年均增速，中国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０９
年，除“版税及许可费”出口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外，中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进出口、“版税及许可

费”进口，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见表１）。
表１ 世界及中国创意服务出口、进口增长率 单位：％

类　别

世界出口 中国出口 世界进口 中国进口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全部创意服务 １７．１ －１２．０　 ３３．４ －８．０　 １５．６ －９．２　 ２７．３　 １．８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 １８．４ －１４．８　 ３４．２　 ５．０　 １３．９ －１９．２　 ３１．０　 ０．５

研发服务 １４．８ －１６．０ ｎａ　 ｎａ　 １３．０ －１８．０ ｎａ　 ｎａ
建筑、工程及技术服务 ２０．９ －１１．７ ｎａ　 ｎａ　 １６．５　 ２．３ ｎａ　 ｎａ
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 １０．４ －１０．７　 ７１．０ －７６．２　 ８．６ －１２．１　 １８．２　 １２．０

创意相关产业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 ２１．７ －０．４　 ４１．２　 ４．２　 ２２．７ －１２．１　 ２３．４　 １．９

　版税及许可费 １３．８ －０．２　 ３２．１ －２４．６　 １１．０　 ２．２　 ２３．４　 ７．３

　　注：ｎａ代表无统计数据。下同。

资 料 来 源：ＵＮＴＡＤ：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ｅｒ／

ｔａｂｌｅ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表２ 中国创意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中国全部

创意服务

广告、市场

调研与民意

调查服务

研发服务
建筑、工程

及技术服务

个人、文化

和休闲服务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创意相关产业

计算机与

信息服务

版税及

许可费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２０００　 ５．９　 ８．８　 ２．２　 ２．０　 ３．６　 ６．４ ｎａ　 ｎａ　 ０．１　 ０．４　 ３．６　 ２．７　 ０．８　 １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９　１８．１　 ２．８　 ２．６　 ８．９　 １５．０ ｎａ　 ｎａ　 ０．２　 ０．５　 ４．６　 ３．５　 １．１　 １９．４
２００２　 １６．９　３１．２　 ３．７　 ３．９　 １２．８　２６．３ ｎａ　 ｎａ　 ０．４　 １．０　 ６．４　 １１．３　 １．３　 ３１．１
２００３　 ２４．０　２９．８　 ４．９　 ４．６　 １８．８　３４．５ ｎａ　 ｎａ　 ０．３　 ０．７　 １１．０　１０．４　 １．１　 ３５．５
２００４　 ８．９　 ８．７　 ８．５　 ７．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０．４　 １．８　 １６．４　１２．５　 ２．４　 ４５．０
２００５　 １２．１　 ８．７　 １０．８　 ７．２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１．３　 １．５　 １８．４　１６．２　 １．６　 ５３．２
２００６　 １５．８　１０．８　１４．５　 ９．６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１．４　 １．２　 ２９．６　１７．４　 ２．１　 ６６．３
２００７　 ２２．３　１４．９　１９．１　１３．４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３．２　 １．５　 ４３．５　２２．１　 ３．４　 ８１．９
２００８　 ２６．２　２１．９　２２．０　１９．４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４．２　 ２．５　 ６２．５　３１．７　 ５．７　１０３．２
２００９　 ２４．１　２２．３　２３．１　１９．５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１．０　 ２．８　 ６５．１　３２．３　 ４．３　１１０．７

　　资料来源：同表１。

中国创意服务贸易规模，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７亿美元扩大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６．４亿美元，是２０００年

的３．２倍。同时，中国创意服务贸易也由２００４年前的“逆差”转变为“顺差”，并且这一趋势一直保

持至今。分类别来看，２００４年之前，“研发服务”在我国创意服务贸易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占全部

创意服务贸易的６０％以上，但呈现显著的贸易“逆差”特征，是该时期我国创意服务贸易“逆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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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广告、市场调研和民意调查服务”贸易规模列第二位，但与“研发服务”贸易规模差距较

大。“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额很小，列第三位。从２００４年起，由于“研发服务”统计数据未发

布，使得“广告、市场调研和民意调查服务”项目，跃居中国创意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占全部创意服

务进出口的比重保持在８０％以上，而且贸易“顺差”呈扩大趋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也

有所增长，其中出口贸易增速明显高于进口，使得在该项目上自２００６年起中国由“逆差”转变为“顺
差”；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又出现１．８亿美元的“逆差”（见表２）。

在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中，“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规模，由２０００年的６．３亿美元提高到

２００９年的９７．４亿美元，扩大了１４．５倍，并且自２００４年起持续保持较大贸易顺差。在中国“版税

及许可费”贸易项目中，虽然贸易规模也扩张了７倍多，但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而且贸易“逆

差”呈加速扩大趋势①（见表２）。
中国创意服务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１％，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使得中国创

意服务出口在世界的排位也由２０００年的第１５位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第１２位。但与同属“金砖”国家

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比，我国的创意出口规模仍有明显差距。② 与２００９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

规模列世界第一位（出口额占世界的２０．８％，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２００９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列

全球第一位（出口额占世界的９．７％），③２００９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列世界第五位（出口额占世

界的４．５％）相比，④中国创意服务出口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三、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演进分析

定量比较分析一国（或经济体）某产业或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弱的常用方法，有国际市场占有率

（ＭＳ指数）、贸易竞争力（ＴＣ指数）、显性比较优势（ＲＣＡ指数）和显性竞争优势（ＣＡ指数）等４种。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具体运用来看，由于ＭＳ指数和ＲＣＡ指数在计算时仅将出口贸易指标考虑在

内，不能反映一国（或经济体）某产业或产品的真实国际竞争力状况。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创意服

务国际竞争力演进时，采用综合考虑进出口贸易指标的ＴＣ指数和ＣＡ指数两种方法。
１．中国创意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即ＴＣ指数，是指某经济体出口与进口贸易的

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ＴＣ指数用公式表示为：
ＴＣｉｊ＝（Ｘｉｊ－Ｍｉｊ）／（Ｘｉｊ＋ Ｍｉｊ）
其中，ＴＣｉｊ表示ｊ经济体ｉ产业或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Ｘｉｊ和 Ｍｉｊ分别表示ｊ经济体ｉ产业或

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ＴＣｉｊ在－１到１之间变动，ＴＣｉｊ＞０表示ｊ经济体是ｉ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

国，该经济体在ｉ产业或产品上具有国际竞争力，ＴＣｉｊ值越接近于１表示竞争力越强；ＴＣｉｊ＜０表示ｊ
经济体是ｉ产业或产品的净进口国，该经济体在ｉ产业或产品上缺乏国际竞争力，ＴＣｉｊ越接近于－１
表示竞争力越弱。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ＴＣ指数值见表３。

从表３中ＴＣ值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２００４年前后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

０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１，２０１２

①

②

③

④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建筑、工程和技术服务”进出口数据，一直未向ＵＮＣＴＡＤ提交，“研发服务”贸易统计数据，２００４
年起也未通过ＵＮＣＴＡＤ发布。而事实上，从我国每年承接和完成的国际承包工程业务量来分析，我国“建筑、工程和技术服务”贸

易应该具有相当的规模。２００４年之前我国“研发服务”贸易，占全部创意服务 贸 易 的 比 重 也 一 直 超 过６０％。因 此，如 果 将 实 际 发

生的“建筑、工程和技术服务”和“研发服务”贸易统计在内，中国真实的创意服务贸易规模，应远大于当前ＵＮＣＴＡＤ发布的数字。

根据ＵＮＣＴＡＤ统计，巴西、俄罗斯和印度，２００９年的创意服务出口额分别 为６３．６亿、６２亿 和２９．９亿 美 元，分 列 世 界 第

７、８和１０位。

中国商 务 部：《中 国 对 外 贸 易 形 势 报 告》（２０１０ 年 春 季），ｈｔｔｐ：／／ｚｈ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２０１００４／

２０１００４０６８８８２３９．ｈｔｍｌ
中国服 务 贸 易 指 南 网：《中 国 服 务 贸 易 统 计 数 据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ｃ／２０１１－０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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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中国创意服务各年份ＴＣ指数均为负值，显示这几年中国创意服务贸易总体缺乏国

际竞争力。分类别来看，除“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ＴＣ值大于０，表 现 出 一 定 的 竞 争 力

外，“研发服务”与“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ＴＣ值均小于０，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２００４年开始，
无论中国总体创意服务贸易，还是分类别的创意服务贸易，其ＴＣ值均呈现先逐渐提高，在２００６或

２００７年达到最高点，然后又迅速下降的特征。这反映出在２００４年之后，中国创意服务贸易整体及

分类别的国际竞争力，经 过 了 一 个 先 缓 慢 提 高 后 快 速 下 降 的 演 变 过 程。由 于 中 国 创 意 服 务 贸 易

ＴＣ指数值出现下降的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恰恰是世界经济陷入金融危机的两年，可以判断国际金融

危机是导致我国创意服务贸易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３ 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ＴＣ指数变化

类　别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中国创意服务贸易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７ －０．２９７ －０．２４８　０．０１１　 ０．１６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８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测验服务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８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４
研发服务 －０．２８０ －０．２５５ －０．３４５ －０．２９５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建筑、工程及技术服务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 －０．６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５３８ －０．５７１－０．６３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７　 ０．３６２　 ０．２５４ －０．４８２

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 －０．５６０ －０．６００ －０．６９３ －０．５８３－０．５２５ －０．５５３ －０．２３１ －０．３７９ －０．３２８ －０．３４６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６ －０．２７７　 ０．０２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４　 ０．２６０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７　 ０．３３７

　 版税及许可费 －０．８８２ －０．８９３ －０．９２０ －０．９４０－０．８９９ －０．９４２ －０．９３９ －０．９２０ －０．８９５ －０．７６５

　　资料来源：同表１。

就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各年度的ＴＣ指数均为负值，但ＴＣ值逐渐向趋

近于０的方向变化。反映出在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但竞争力

呈现逐步提升趋势。分类 别 来 分 析，中 国“版 税 及 许 可 费”项 目 的 ＴＣ指 数 值 小 于０且 很 接 近 于

－１，反映出中国在该项目上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项目上，除２００２年外，中
国其他年份的ＴＣ值均大于０且自２００６年持续提高，说明在该项目上 中 国 具 备 一 定 的 国 际 竞 争

力，而且竞争力不断增强。因此，中国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是由“版税及许

可费”的国际竞争力严重缺乏造成的。

２．中国创意服务显性竞争优势指数

显性竞 争 优 势 指 数（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简 称 ＣＡ 指 数，由 沃 尔 拉 斯

（Ｖｏｌｌｒａｔｈ）于１９８８年提出。他认为，各经济体在同一产业或产品上既有出口又有进口，显性比较

优势（ＲＣＡ）指数只考虑了某产业或产品出口的相对比例，并没有考虑该产业或产品进口的影响，
因而不能全面反映该产业或产品的真实竞争优势。为此，应从该经济体一产业或产品出口的显性

比较优势中，减去该产业或产品进口的显性比较优势，从而得到这一经济体在该产业或产品的真实

竞争忧势。

ＣＡ指数用公式表示为：

ＣＡｉｊ＝［（Ｘｉｊ／Ｘｔｊ）÷（Ｘｉｗ／Ｘｔｗ）］－［（Ｍｉｊ／Ｍｔｊ）÷（Ｍｉｗ／Ｍｔｗ）］
其中，ＣＡｉｊ表示表示ｊ经济体ｉ产业或产品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Ｘｉｊ和Ｍｉｊ的含义同上，Ｘｔｊ表示ｊ

经济体出口总额，Ｘｉｗ表示世界ｉ产业或产品出口额，Ｘｔｗ表示世界出口总额，Ｍｔｊ表示ｊ经济体进口

总额，Ｍｉｗ表示ｉ产业或产品世界进口额，Ｍｔｗ表示世界进口总额。
若ＣＡｉｊ＞０，表示ｊ经济体ｉ产业或产品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大于进口的显性比较优势，说明ｊ经

济体的ｉ产业或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数值越大，国际竞争力越强；ＣＡｉｊ＜０，表示ｊ经济体ｉ产业或产

品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小于进口的显性比较优势，说明ｊ经济体的ｉ产业或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数
值越小，国际竞争力越缺乏。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ＣＡ指数值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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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ＣＡ指数变化

类　别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中国创意服务贸易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３ －０．３７５ －０．４０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４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测验服务 １．７５５　 ０．６４３　 ０．８９０　 ０．７２８　１．２７９　 ０．９３３　 １．５４４　 ２．０１１　 １．８４７　 ２．４４２
研发服务 －１．４８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９　 ０．２９１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建筑、工程及技术服务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３－０．５３６ －０．２２５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７５ －０．４４０

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 ｎａ　 ｎａ －０．９７５ －０．７７９－０．７４８ －０．７８２ －０．６９５ －０．６１６ －０．６０９ －０．５４２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 ｎａ　 ｎａ －０．７９５ －０．３６０－０．２７２ －０．２６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８９　 ０．２３９　 ０．１４４

　 版税及许可费 －０．５９２ －０．８２７ －１．１１４ －１．０５７－０．９８５ －１．０５８ －１．１７５ －１．１２２ －１．１４３ －０．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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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中ＣＡ值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创意服务贸易２００４年之前缺乏国际竞争力，２００４年起

开始显示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经历了一个先缓慢上升后迅速下滑的演变过程。分类别来看，中国在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项目上，具备显著的国际竞争力，而且竞争力呈波动中不断进一

步增强趋势；在“研发服务”项目上，中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但较弱；而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
项目上，除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外中国缺乏国际竞争力。

在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上，中国总体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ＣＡ＜０）。其中，“版税及许可费”
服务项目上的国际竞争力严重缺乏；而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项目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经历了一

个从缺乏到逐步拥有和提高的演变历程。
以ＴＣ指数和ＣＡ指数分别计算的中 国 创 意 及 相 关 产 业 服 务 国 际 竞 争 力 及 其 演 变 的 定 性 描

述，分项目类别对比列于表５。从表５可以看出，以这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国

际竞争力状况及演进特征，虽有不同但差别不大，尤其在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国际竞争力演进

特征上，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表５ 不同方法计算的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国际竞争力（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类　别
ＴＣ指数 ＣＡ指数

竞争力 演变特征 竞争力 演变特征

中国创意服务贸易
２００４前：缺乏

２００４后：弱
先提升后下降

２００４前：缺乏

２００４后：弱
先提升后下降

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测验服务 弱 先提升后下降 较强 波动中提升

研发服务 缺乏 不稳定 较弱 不稳定

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 缺乏 先提升后下降 缺乏 先提升后下降

创意相关产业服务贸易 明显缺乏 逐渐提升 明显缺乏 逐渐提升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 较强 快速提升
２００６前：缺乏

２００６后：弱
逐渐提升

版税及许可费 严重缺乏 略有提升 严重缺乏 略有提升

　　注：本表为根据表３、表４计算结果对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国际竞争力演变趋势所做的定性描述。

四、结论与思考及建议

（一）结论

从以上对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发展概况及国际竞争力演进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

下初步结论：

１．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增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自
２００４年起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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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项目类别。但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创意产品贸易在世界的地位相比，中国创意服务贸

易的地位仍然偏低，创意服务贸易仍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２．整体而言，中国创意服务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竞争力仍十分弱小，这与国内现有文献

的研究结论一致。从演进趋势看，２００４年之后，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经历了一个先上升、２００７
年达到最高值、随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又下降的变化过程。

３．分类别来看，在“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和“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两个项目上，中
国的国际竞争力基本呈现“先提升后下降”的演进态势。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项目上，中国明

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在“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项目上，中国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且

高于中国创意服务整体国际竞争力。

４．在创意相关产业服务领域，中国虽也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但却呈现逐渐提升的演进趋势。
分类别来看，中国在“版税及许可费”项目上，不具备任何国际竞争力，且竞争力提升不明显；而在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项目上，中国则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且经历了一个从缺乏到拥有的快速提

升的演进过程。上述特点基本反映了中国在“知识产权服务”和“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领域的国际分

工地位及发展趋势。
（二）思考与建议

创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决定着创意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的高低，而国际分工地位的高

低则直接影响国际分工利益的大小。因此，在扩大我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规模的同时，持续

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今后我国创意服务业发展应考虑的战略及政策重点。这既是扩大创意

服务业自身国际分工利益的诉求，也是推动中国服务业和创意产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的

需要。

１．我国应按照ＵＮＣＴＡＤ创意经济分类及统计方法，尽快建立我国创意服务贸易统计信息系

统，补足我国创意服务各项目类别的统计数据，以便为我国开展创意服务贸易研究、制定创意服务

贸易发展战略及对策，提供全面、系统、准确的数据信息。

２．应把创意服务作为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目前，中国

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比重，尽管仍然很低，但却在持续提高，由２００５年的

７．３３％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９．３２％；其中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出口所占比重，由２００５年的４．０８％提

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６．９９％，而且中国创意服务贸易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持续保持贸易“顺差”格局。因此，
在“知识和创意日益成为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对世界贸易和发展已产生深远

影响”的背景下（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重点培育和扶持创意服务贸易发展，不仅有利于推进我国制造

业产业升级，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步伐，而且有助于缓解我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

３．在确保我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广告、市场调研与民意调查服务”项目的国际竞争力继续

提高的前提下，应对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项目的竞争力提升，采取有针

对性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和措施。一方面，在全球创意服务贸易中“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进

口规模，仅次于“建筑、工程及技术服务”项目列第二位，国际市场需求规模较大；另一方面，“个人、
文化和休闲服务”作为高收入弹性的服务项目，随着世界各国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数字网络和信

息技术发展引致的成本降低，其市场发展潜力巨大（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０）。我国通过实施承接“服务外

包”战略、设立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立多层次“服务外包”基地等做法，使我国创意相关产

业中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国际竞争力，短期内实现迅速提升的具体实践，也提供了成功例证。

４．在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计算机及网络信息技术，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等“创意”资源的比较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同时，我国各地已经建立的“创意城市”、“创意社区”和“创意产业园”，应大

力培育和引进“创 意 产 业”发 展 急 需 的 稀 缺 生 产 要 素，尤 其 是 创 意 投 资、创 意 人 才 和 创 意 企 业 家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尽 快 形 成 特 色 鲜 明 的“创 意 集 群”（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创 意 网 络”

３９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创意阶层”（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和“创意生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并实现创意知

识和技术的共享，加速提升我国创意文化服务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５．应尽快建立创意产业发展的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创意产业的发展涉及文化、艺术、教育、
信息、技术、知识产权和对外贸易等多个领域，其所带来的影响和外部效应也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

多个层面。因此，为促进创意服务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必须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

制，以制定涉及多部门的创意服务业发展公共政策，并对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评估。也正

是因为创意产业的多领域“交叉”特性，ＵＮＣＴＡ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ＵＮＤ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以及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ＴＣ）等国际组织，才联合成立“创

意经济多边机构非正式对话工作组”，以寻求促进创意经济发展的共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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