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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产业竞争力及中塞合作潜力

陈　 新　 杨成玉

【内容提要】 　 本文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对塞尔维亚的产业竞争力

进行分析ꎬ 并结合欧盟和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比较研究ꎮ 文章首先

按照初级产业、 资源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 资本密集型产业、 技

术密集型产业、 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的分类对塞尔维亚宏观产业结构

竞争力进行分析ꎻ 其次ꎬ 按照 ２８ 个工业部门和 ９ 个服务业部门的分类对

塞尔维亚中观产业部门竞争力进行分析ꎬ 然后ꎬ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ꎬ 以产

业竞争力排名、 横纵向比较等直观方式系统性呈现塞尔维亚产业竞争力现

状ꎻ 最后ꎬ 结合欧盟整体以及中国相关分析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ꎬ 并针

对中国与塞尔维亚的产业对接、 中塞两国产业合作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工作

建议ꎮ
【关 键 词】 　 塞尔维亚　 中国　 产业竞争力　 合作潜力

【基金项目】 　 外交部项目 «中欧关系研究指南针计划» (项目编号:
ＫＴ２０１６０３)ꎮ

【作者简介】 　 陈新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ꎻ 杨成玉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ꎮ

一　 宏观产业竞争力分析

(一) 宏观产业出口总额概述

目前ꎬ 国内外主流研究均把产业的相对出口水平视为产业竞争力的衡

量指标ꎮ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为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的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

门出口总额统计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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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工业部门出口统计

(单位: 万亿美元)
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中塞尔维亚数据开始于 ２００５ 年ꎮ
资料来源: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整理计算而得ꎮ

图 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服务业部门出口统计

(单位: 万亿美元)
注: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中塞尔维亚数据开始于 ２００８ 年ꎮ
资料来源: 根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整理计算而得ꎮ

在工业部门出口总额方面ꎬ 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

势ꎮ 虽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在 ２００９ 年有所下滑ꎬ 但近年来随

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ꎬ 其工业出口水平均达到历史最高位ꎮ 其中ꎬ 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出口总值分别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４ ８１ 亿美元、 １ ３４５ ８２２万亿美元和

７ ６１９ ５３亿美元升至２０１４ 年的１４８ ４３ 亿美元、 ２ ３３９ ７０９万亿美元和２ ３４２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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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４ ２３％、 ６ ３３％和 １３ ２９％ꎮ
塞尔维亚工业部门出口增速略高于中国ꎬ 明显高于欧盟整体水平ꎮ 近

年来ꎬ 伴随塞尔维亚各产业的高速发展ꎬ 出口大幅增长ꎬ 竞争力不断提升ꎬ
其工业部门出口形成赶超之势ꎬ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实现同比增长

３０ １１％和 １ ５９％ (欧盟为 ３ ３８％和 ０ ５７％ )ꎮ
在服务业部门出口总额方面ꎬ 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整体上同样呈现上

升趋势ꎮ 与工业部门出口有所差异ꎬ 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在 ２００９ 年出现出

口下滑后ꎬ 欧盟、 中国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出现微弱回调ꎬ 然而塞尔维亚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服务业部门出口均达到高速增长ꎬ 近年来一直稳定在 １０％
以上的增长水平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１１ ９７％和 １２ ４％)ꎮ 塞

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出口总额分别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６ ４８ 亿美元、 １ ９３３ ８８ 万亿

美元和 １ ６５９ ９ 亿美元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０ ４８ 亿美元、 ２ １９１ ２２ 万亿美元和

２ ３３５ １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４ ４８％、 ２ １％和 ５ ８５％ꎮ 以上数据表明ꎬ
塞尔维亚服务业部门出口显示出增速远高于欧盟整体水平但略逊于中国的

特点ꎮ
综上所述ꎬ 塞尔维亚在产业出口方面具有初始规模小、 起步晚、 增速

快的特点ꎬ 同时也展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ꎮ
(二) 宏观产业出口结构分析

１ 工业部门出口结构分析

我们按照生产要素、 技术含量将工业部门划分为初级产业 (ｐｐ)、 资源

密集型产业 (农林产业ꎬ ＲＢ１ꎻ 其他资源密集型产业ꎬ ＲＢ２)、 劳动密集型

产业 (纺织产业ꎬ ＬＴ１ꎻ 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ꎬ ＬＴ２)、 资本密集型产业

(机动车辆ꎬ ＭＴ１ꎻ 加工产业ꎬ ＭＴ２ꎻ 工程产业ꎬ ＭＴ３)、 技术密集型产业

(电子和电气产业ꎬ ＨＴ１ꎻ 其他高技术产业ꎬ ＨＴ２) 共 １０ 类ꎮ
图 ３ 为塞尔维亚工业部门宏观产业出口结构ꎮ 塞尔维亚产业结构发展

分布较为复杂ꎬ ２００５ 年其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和初级

产业为主ꎬ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规模不大ꎬ 因此ꎬ 产业结构和技

术水平较为落后ꎮ 然而ꎬ 经过 １０ 余年的发展ꎬ 机动车辆、 加工产业迅速崛

起ꎬ 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其产业结构中的份额逐渐增大ꎮ ２０１４ 年其产业出口

主要分布于初级产业、 资源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

业ꎬ 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停滞ꎻ 其中ꎬ 以农林产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

型产业出口规模最大 (２０１４ 年为 ２６ ５２ 亿美元)ꎬ 其次是初级产业 (２０１４
年为 ２０ ４４ 亿美元) 和机动车辆产业 (２０１４ 年为 ２０ ０３ 亿美元)ꎮ 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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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产业出口规模增长最为迅速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２８７％ )ꎬ 但其技术密集型产业

出口规模相对较小 (２０１４ 年电子和电气产业及其他高技术产业分别为 ６ ７７
亿美元和 ０ ５２ 亿美元)ꎮ

图 ３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工业部门宏观产业出口结构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欧盟与塞尔维亚类似ꎬ 在工业部门宏观产业结构中ꎬ 中技术工程产业

和机动车辆产业方面出口规模较大ꎮ 然而ꎬ 塞尔维亚规模最小的高技术产

业却在欧盟产业结构中占据着较高的份额ꎬ 可见ꎬ 塞尔维亚在产业技术方

面相对欧盟依然存在差距ꎮ

图 ４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欧盟工业部门宏观产业出口结构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中国宏观产业出口结构与塞尔维亚迥异ꎮ 中国在电子和电气产业、 纺

织产业方面出口规模最为巨大ꎬ 而中技术工程产业、 机动车辆产业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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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结构中的份额较小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电子和电气产业在塞尔维亚的产

业结构中规模最小、 竞争力最弱ꎬ 而中技术工程产业、 机动车辆产业在塞

尔维亚产业出口结构中规模较大、 竞争力较强ꎮ
可以预见ꎬ 中塞进行产业合作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在电子和电气方面的

优势ꎬ 以弥补塞尔维亚的不足ꎬ 同时也可发挥塞尔维亚在初级产业、 资源

密集型产业、 中技术工程产业、 机动车辆产业方面的优势ꎬ 对中国产业结

构的完善和优化提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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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部门宏观产业出口结构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２ 服务业出口结构分析

按照时代特点和技术含量我们可把服务业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

务业两类①ꎮ
图 ６、 图 ７ 和图 ８ 依次为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的服务业出口结构ꎮ 如图

所示ꎬ 塞尔维亚服务业部门出口结构中占比最大的是传统服务业ꎬ 现代服务

业次之ꎬ 两者分别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５ ４７ 亿美元和 １８ ３６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４ ３２ 亿美元和 ２２ ４４ 亿美元ꎬ 两者增速与增长曲线基本同步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欧盟的现代服务业出口规模就已经超过传统服务业 (分别为

９ ８１３ １亿美元和８ ６１５ ５亿美元)ꎮ 随着欧盟中发达经济体现代服务业的逐渐成

熟、 比较优势建立以及竞争力的提升ꎬ 现代服务业在欧盟服务业产业结构中的

—０２—

① 传统服务业包括运输服务、 旅游服务和建筑服务ꎻ 现代服务业包括保险服务、 金融

服务、 专利和特许费、 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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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越来越重要ꎬ 并且与传统服务业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２０１４ 年欧盟现代服

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出口规模分别为１ ２２５ ６１万亿美元和８ ７４９ ９亿美元)ꎮ

图 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服务业部门宏观产业出口结构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２ꎮ

图 ７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欧盟服务业宏观产业出口结构 (单位: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２ꎮ

中国的服务业部门宏观产业结构反映出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特点: 第一ꎬ
与塞尔维亚传统和现代服务业具有相同的增长曲线不同ꎬ 中国现代服务业出口

规模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服务业ꎬ 反映出中国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特点ꎻ
第二ꎬ 与欧盟现代服务业发展一枝独秀不同ꎬ 中国服务业部门宏观产业结构依

旧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 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模式ꎻ 第三ꎬ 受欧洲债务危

机波及ꎬ 塞尔维亚和欧盟的服务业发展在 ２００８ 年后回落幅度较大ꎬ 而同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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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塞尔维亚、 欧盟演绎的曲线形态不同ꎬ 传统服务业受外需影响出现下滑但

短期反弹至增长水平ꎬ 而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直维持增长态势ꎮ

图 ８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宏观产业出口结构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同图 ２ꎮ

(三) 宏观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在明晰塞尔维亚宏观产业出口结构的基础上ꎬ 本文利用显示比较优势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ＲＣＡ) 分析方法对塞尔维亚宏观产业的

比较优势进行研究①ꎬ 并对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宏观产业的优劣势进行

比较分析ꎮ
１ 工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表 １ 中ꎬ 根据计算得到的塞尔维亚工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指数显

示ꎬ 塞尔维亚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宏观产业依次为农林产业、 劳动密

集型产业、 机动车辆产业、 中技术加工产业ꎮ 其中ꎬ 农林产业比较优势指

数几乎达到 ３ꎬ 比较优势最为明显②ꎻ 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指数接近

１ ５ꎬ 具有比较优势ꎻ 比较劣势最大的是高技术产业 (甚至在 ０ １ 左右徘

徊ꎬ 反映其规模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 １０)ꎮ 整体来看ꎬ 塞尔维亚在农林产

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竞争优势明显ꎬ 但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缺乏竞争力ꎮ

—２２—

①

②

Ｂｅｌａ Ｂａｌａｓｓａꎬ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１９６５ꎬ ３３ (２): ｐｐ ９９ － １２３

如果 ＲＣＡｊ
ｉｔ > １ꎬ 则认为在 ｔ 时刻 ｉ 国家或地区产业 ｊ 具有比较优势ꎬ 数值越大说

明其比较优势越大ꎻ 如果 ＲＣＡｊ
ｉｔ < １ꎬ 则认为在 ｔ 时刻 ｉ 国家或地区产业 ｊ 具有比较劣势ꎬ

数值越小则反映其比较劣势越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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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工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表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２００５ １ １２ ３ ６０ ０ ７９ １ ６２ ２ ５２ ０ １２ ０ ８９ ０ ４６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２００６ １ １３ ３ ３４ ０ ８４ １ ５７ ２ ５９ ０ １１ ０ ９１ ０ ４８ ０ １９ ０ ０９
２００７ １ ０３ ３ ２５ ０ ８１ １ ６２ ２ ４１ ０ １８ １ ０８ ０ ５６ ０ ２７ ０ １３
２００８ ０ ７７ ３ １４ ０ ７１ １ ７７ ２ ４５ ０ ２３ １ ２５ ０ ６４ ０ ３９ ０ ０９
２００９ １ ０２ ３ ２２ ０ ６３ １ ９５ １ ９０ ０ ２６ １ ０７ ０ ７１ ０ ３９ ０ １１
２０１０ １ １５ ３ １６ ０ ６９ １ ５１ ２ １２ ０ ２４ １ ００ ０ ７１ ０ ３１ ０ １６
２０１１ １ ０６ ３ １５ ０ ６４ １ ５９ １ ９８ ０ ２５ １ ０１ ０ ７９ ０ ３３ ０ １２
２０１２ １ １０ ３ １７ ０ ６１ １ ７２ １ ３８ ０ ７０ １ ２１ ０ ９４ ０ ４０ ０ １４
２０１３ ０ ８２ ２ ７８ ０ ６３ １ ４９ １ ３１ ２ ０７ １ ０７ ０ ９５ ０ ３４ ０ ０９
２０１４ ０ ９８ ２ ９１ ０ ５９ １ ５１ １ ３１ １ ８２ １ １０ ０ ９１ ０ ３４ ０ ０９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欧盟整体所建立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宏观产业不仅包含塞

尔维亚有的农业、 资本密集型工业ꎬ 而且还包含塞尔维亚处于劣势的高技

术产业ꎮ 可见ꎬ 未来成为欧盟成员国不仅能够完善塞尔维亚优势产业ꎬ 而

且可以弥补塞尔维亚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的不足ꎬ 从而优化塞尔维亚产业结

构ꎬ 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以提升竞争力ꎮ

表 ２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欧盟工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表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２００３ ０ ３３ １ ０４ １ ２３ ０ ７０ ０ ９８ １ ０７ １ ０４ １ ３７ ０ ７１ １ ６９
２００４ ０ ３１ １ ０５ １ １８ ０ ６９ ０ ９７ １ ０５ １ ００ １ ３７ ０ ７２ １ ６９
２００５ ０ ２９ １ ０４ １ １２ ０ ６６ ０ ９８ １ ０５ ０ ９６ １ ３６ ０ ７６ ２ ０１
２００６ ０ ２７ １ １２ １ １７ ０ ６８ １ ０２ １ １０ １ ０１ １ ４２ ０ ７１ １ ７８
２００７ ０ ２９ １ ０６ １ １１ ０ ６８ ０ ９８ １ ０７ ０ ９９ １ ４６ ０ ７１ １ ６７
２００８ ０ ２８ １ ０９ １ ０５ ０ ７４ １ ０３ １ ２２ ０ ９９ １ ５６ ０ ７６ １ ６７
２００９ ０ ３０ １ ０４ １ １０ ０ ６３ ０ ９７ １ ０９ １ ０５ １ ４６ ０ ６６ １ ９２
２０１０ ０ ３０ １ １１ １ ０９ ０ ６５ １ ０１ １ ３３ １ ０６ １ ５２ ０ ６４ １ ９１
２０１１ ０ ２８ １ ０７ １ ０４ ０ ６４ ０ ９５ １ ３７ ０ ９７ １ ４７ ０ ６４ １ ９９
２０１２ ０ ２８ １ １１ １ ０８ ０ ６５ ０ ９３ １ ４１ １ ００ １ ４５ ０ ６０ ２ ０１
２０１３ ０ ２９ １ １２ １ ０２ ０ ６４ ０ ９４ １ ４４ １ ０３ １ ４９ ０ ５６ ２ ０２
２０１４ ０ ３３ １ １０ ０ ９９ ０ ６３ ０ ８９ １ ３７ １ ０２ １ ４５ ０ ５２ １ ９５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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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３ 所示ꎬ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及电子和电气产业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ꎬ 与塞尔维亚开展经贸合作能够有效弥补塞尔维亚在电子和电气产业

方面的劣势ꎬ 同时塞尔维亚农林产业、 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又能够

弥补中国在该领域的不足ꎬ 实现相互取长补短的良性发展ꎮ

表 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表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２００３ ０ ３８ ０ ４９ ０ ６５ ３ ９５ １ ５８ ０ １７ ０ ８４ ０ ２４ １ ８１ ０ ５６

２００４ ０ ３１ ０ ４９ ０ ５８ ３ ８０ １ ５６ ０ ２０ ０ ９６ ０ ２３ １ ９４ ０ ６４

２００５ ０ ２７ ０ ５１ ０ ５６ ３ ７７ １ ５８ ０ ２２ ０ ９２ ０ ２４ ２ ０１ ０ ７５

２００６ ０ ２５ ０ ５５ ０ ５３ ３ ８４ １ ６５ ０ ２５ ０ ８８ ０ ２５ ２ ０６ ０ ６９

２００７ ０ ２３ ０ ５２ ０ ５０ ３ ６９ １ ６８ ０ ２９ ０ ８７ ０ ２３ ２ ２０ ０ ７７

２００８ ０ １８ ０ ４９ ０ ５３ ３ ７９ １ ７９ ０ ３３ ０ ８４ ０ ２２ ２ ３２ ０ ８２

２００９ ０ ２２ ０ ４７ ０ ５４ ３ ６９ １ ６０ ０ ３２ ０ ６７ ０ ２３ ２ ２６ ０ ８２

２０１０ ０ ２０ ０ ４８ ０ ５１ ３ ６７ １ ６７ ０ ３２ ０ ８０ ０ ２３ ２ ２７ ０ ８８

２０１１ ０ ２０ ０ ５２ ０ ５０ ３ ７５ １ ７８ ０ ３５ ０ ９０ ０ ２５ ２ ３５ ０ ８７

２０１２ ０ １８ ０ ５２ ０ ４８ ３ ７１ １ ９２ ０ ３５ ０ ８２ ０ ２５ ２ ３１ ０ ８６

２０１３ ０ １８ ０ ５１ ０ ４９ ３ ６２ １ ９２ ０ ３４ ０ ８１ ０ ２５ ２ ３４ ０ ８０

２０１４ ０ ２１ ０ ５０ ０ ５１ ３ ４４ １ ９１ ０ ３４ ０ ８６ ０ ２４ ２ １５ ０ ７１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２ 服务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如表 ４ꎬ 根据计算得到的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服务业部门宏观产业比

较优势指数显示ꎬ 塞尔维亚和中国在传统服务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ꎬ 且塞

尔维亚比较优势指数整体大于中国ꎬ 反映出塞尔维亚在传统服务产业上的

竞争力大于中国ꎮ 欧盟比较优势指数则反映了其整体传统服务业竞争力不

足但其现代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特点ꎮ

表 ４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服务业部门宏观产业比较优势表

年份
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

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２００８ １ １５ ０ ８９ ０ ９４ １ １４ １ １３ ０ ６７

２００９ １ １９ ０ ９３ ０ ９３ １ １４ １ １１ ０ ７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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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１ ２０ １ ０２ ０ ９５ １ ２１ １ ２５ ０ ７６

２０１１ １ ２５ ０ ９７ ０ ９５ １ ２１ １ ２３ ０ ７９

２０１２ １ ２６ ０ ８７ ０ ９４ １ ２２ １ ０７ ０ ７６

２０１３ １ ２８ ０ ８４ ０ ９３ １ ２１ １ １０ ０ ８７

２０１４ １ ３４ ０ ８２ ０ ９４ １ ２４ １ １２ ０ ９４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二　 中观产业竞争力分析

在对塞尔维亚宏观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ꎬ 本文对 ２８ 个工业部

门①和 ９ 个服务业部门②的中观产业部门竞争力进行分析ꎬ 以达到使研究更

为细化、 优劣势产业分析更加翔实的目的ꎮ
(一) ２８ 个工业部门产业竞争力分析

根据 «国际贸易分类» ３ 分位产品集结的 ２８ 个工业部门分类ꎬ 运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 ２８ 个工业部

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ꎮ 表 ５ 为塞尔维亚 ２８ 个工业部门比较优势表ꎮ

表 ５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２８ 个工业部门比较优势表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１ ３ ４９ ３ ２９ ３ １２ ２ ７１ ３ ２３ ２ ７６ ２ ５１ ２ ５８ ２ １３ ２ １５

２ １ ９２ ２ ７２ ２ ７９ ３ ２８ ３ ５７ ３ １０ ３ ２４ ３ ２２ ２ ３８ ２ ４４

３ ０ １４ ０ ５０ １ １３ １ ５８ ２ ２５ １ ８１ １ ７６ ２ ０９ ３ １５ ５ ４１

—５２—

①

②

１ 食品加工产业ꎻ ２ 饮料产业ꎻ ３ 烟草加工业ꎻ ４ 纺织业ꎻ ５ 服装及其他纤

维制品业ꎻ ６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产业ꎻ ７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产业ꎻ ８ 家具产业ꎻ
９ 造纸及纸制品业ꎻ １０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ꎻ １１ 文教体育用品产业ꎻ １２ 石油加

工及炼焦业ꎻ １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产业ꎻ １４ 医药产业ꎻ １５ 化学纤维产业ꎻ １６ 橡

胶产业ꎻ １７ 塑料产业ꎻ １８ 非金属矿物产业ꎻ １９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ꎻ ２０ 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ꎻ ２１ 金属制品业ꎻ ２２ 普通机械产业ꎻ ２３ 专业设备产业ꎻ
２４ 交通运输设备产业ꎻ ２５ 电器机械及器材产业ꎻ ２６ 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ꎻ ２７ 仪器

仪表及文化办公用设备ꎻ ２８ 其他产业ꎮ
１ 运输服务ꎻ ２ 旅游服务ꎻ ３ 建筑服务ꎻ ４ 保险服务ꎻ ５ 金融服务ꎻ ６ 专

利和特许费ꎻ ７ 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ꎻ ８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ꎻ ９ 其他商业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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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 ５９ ０ ５９ ０ ５８ ０ ５６ ０ ５７ ０ ５５ ０ ６２ ０ ７１ ０ ６５ ０ ７４

５ ２ ０５ １ ９４ ２ ００ ２ １９ ２ ４７ １ ７８ １ ７７ ２ ０６ １ ７９ １ ７４

６ ２ ５７ ２ ４３ ２ ３６ ２ ４２ ２ ３０ ２ １２ ２ ２７ ２ １１ １ ７２ １ ７３

７ １ ３１ ２ ０４ ２ ８３ ２ ９５ ３ ０１ ３ １３ ３ ７７ ３ ８７ ２ ９９ ３ ０３

８ １ ９１ １ ９３ ２ ０６ １ ９６ ２ ０３ ２ １２ ２ ２０ ２ ２０ ２ ０５ ２ １０

９ １ ５４ １ ８３ ２ ０２ １ ９５ ２ １６ ２ ０５ ２ ４３ ２ ４３ ２ １０ ２ ４４

１０ １ ８５ １ ７５ ２ ０８ ２ ３４ ２ １２ １ ８７ １ ９５ ２ ３６ １ ４２ １ ８１

１１ ０ ３０ ０ ３４ ０ ３２ ０ ３４ ０ ３８ ０ ３３ ０ ２３ ０ ３３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１２ ０ ７３ ０ ５４ ０ ２８ ０ ３２ ０ ４９ ０ ５３ ０ ４１ ０ ３９ ０ ４５ ０ ５２

１３ １ １６ １ ０９ １ １２ １ ０４ ０ ６５ ０ ８４ ０ ８０ ０ ６１ ０ ７７ ０ ７１

１４ ０ ８５ ０ ７７ ０ ６２ ０ ７２ ０ ６１ ０ ６７ ０ ６６ ０ ８０ ０ ５９ ０ ５６

１５ ０ ６２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１６ ６ ２０ ５ １８ ４ ３０ ３ ９０ ３ ６９ ３ ７６ ３ ７８ ３ ８３ ３ ８５ ３ ９７

１７ ２ ３４ ２ ２３ ２ １８ ２ ４６ ２ ２０ ２ ０５ ２ ２０ ２ ４５ ２ ３３ ２ ２３

１８ ０ ８８ １ ３０ １ １８ １ ２０ ０ ８９ ０ ７４ ０ ７５ ０ ６７ ０ ５２ ０ ５４

１９ ４ ４８ ４ ３６ ３ ５９ ３ ６０ ３ ００ ３ ４９ ２ ８９ １ ２１ １ １３ １ ２８

２０ ４ ２２ ３ ７８ ３ ０７ ３ ００ ２ ８３ ３ ２７ ３ ３２ ２ ９１ ２ ３３ ２ １２

２１ １ ２３ １ ６８ １ ９３ １ ７２ １ ６４ １ ５１ １ ８８ １ ８４ １ ８３ １ ７８

２２ ０ ５４ ０ ５９ ０ ７５ ０ ８３ ０ ７３ ０ ６０ ０ ６９ ０ ８０ ０ ７７ ０ ７８

２３ ０ ６０ ０ ４８ ０ ４８ ０ ５２ ０ ５２ ０ ４４ ０ ４９ ０ ５３ ０ ４７ ０ ４６

２４ ０ １６ ０ １９ ０ ２８ ０ ４２ ０ ４３ ０ ３７ ０ ３４ ０ ６９ １ ６８ １ ４７

２５ ０ ２６ ０ ３５ ０ ４４ ０ ５５ ０ ６５ ０ ７５ ０ ８５ ０ ９７ ０ ９６ ０ ９５

２６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０ ２９ ０ ３２ ０ ２２ ０ ２１ ０ ３３ ０ ２２ ０ ２０

２７ ０ １１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２４ ０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２１ ０ １９ ０ ２６ ０ ３４ ０ ３６ ０ ７６ ０ ３２ ０ ２８ ０ ２８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ꎬ 斜体数据表示比较优势较为突出ꎬ 宋体数据

表示劣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如表 ５ 所示ꎬ 塞尔维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具有资源密集或劳动密

集的要素特点ꎬ 依次为烟草加工业、 橡胶制品业、 家具产业、 木材加工及

竹藤棕草产业、 饮料产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食品加工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ꎮ 此外ꎬ 塞尔维亚在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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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绒产业、 交通运输设备

产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方面均赋有比较优势ꎬ 具有较强的产业

竞争力ꎮ
然而ꎬ 塞尔维亚在一些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相关产业方面的劣势也十

分突出ꎬ 主要集中于化学纤维产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 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设备、 文教体育用品产业和其他产业ꎮ 此外ꎬ 塞尔维亚在纺织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产业、 医药产业、 普通机械产业、
专业设备产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产业方面的竞争力也较弱ꎮ

(二) ９ 个服务业部门产业竞争力分析

本文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 ９ 个服务业部门分类ꎬ 运用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库相关数据ꎬ 计算得到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 ９ 个服务业部

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ꎮ 表 ６ 显示塞尔维亚 ９ 个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ꎮ

表 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９ 个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表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１ １ ０３ １ ０２ １ ０４ １ ０５ １ １０ １ １６ １ １５

２ １ ０５ １ １９ １ ２０ １ ２６ １ ２８ １ ２７ １ ３０

３ ３ １９ ２ ２９ ２ ５３ ２ ７８ ２ ３０ ２ ３３ ３ ３５

４ ０ ４１ ０ ３８ ０ ４４ ０ ３４ ０ ４４ ０ ４４ ０ ４９

５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６ ０ １０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７ １ １６ １ ２９ １ ５１ １ ６６ １ ７０ １ ７０ １ ７７

８ ５ １７ ５ ５８ ６ ４６ ５ ６２ ３ ９６ ３ １１ ２ ７０

９ １ ３２ １ ３２ １ ４３ １ ３０ １ ０８ １ ０３ ０ ９９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ꎬ 斜体数据表示比较优势较为突出ꎬ 宋体数据
表示劣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２ꎮ

如表 ６ 所示ꎬ 塞尔维亚服务业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传统服务业ꎬ 依次

为建筑服务、 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ꎮ 此外ꎬ 其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通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的竞争力也十分强势ꎮ
与工业部门相似ꎬ 塞尔维亚在一些服务业部门的劣势也十分突出ꎬ 主

要集中于技术含量最高的保险服务、 金融服务以及专利和特许费ꎮ
与之相反ꎬ 欧盟整体服务业竞争力主要显示出现代服务业优势明显、

传统服务业处于劣势的特点ꎬ 其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于保险服务、 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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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ꎮ 塞尔维亚正好可以在与欧盟

经贸合作中发挥传统服务业优势ꎬ 弥补现代服务业发展劣势ꎬ 起到两者相

互补充的效果ꎮ
中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结构和水平与塞尔维亚极其相似ꎬ 根据两国 ９ 个

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表对比不难发现ꎬ 两国服务业均呈现以传统服务业为

主、 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逐渐建立比较优势的历史脉络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塞尔维亚的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业竞争力极强ꎬ 这也是中国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薄弱之处ꎮ
(三) 中观产业竞争力横向比较分析

基于产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作为衡量产业竞争力的综合指标ꎬ 本文以

２０１４ 年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产业竞争力进行排名的方式直观表达塞尔维

亚、 欧盟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特点ꎮ
以塞尔维亚工业部门竞争力排序作为参照ꎬ 依次排列出欧盟和中国对

应产业的排名水平 (见表 ７)ꎮ 按照竞争力高低ꎬ 塞尔维亚具有竞争力的产

业依次排在前 １５ 位ꎬ １６ ~ ２８ 位产业不具有竞争优势且竞争力水平也越来

越低ꎮ
结合表 ６ꎬ 本文对欧盟和中国对应产业竞争力排名情况进行横向比较ꎮ

表 ７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 ２８ 个工业部门竞争力排序比较

产业名称 塞尔维亚 欧　 盟 中　 国

烟草加工业 １ １２ ２８

橡胶产业 ２ １８ １３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产业 ３ １４ ８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 ９ ２２

饮料产业 ５ １ ２６

塑料产业 ６ １７ １１

食品加工产业 ７ ２１ ２４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８ ２２ ２１

家具产业 ９ １５ ５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０ １０ ２０

金属制品业 １１ ８ ９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 １２ ２６ １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产业 １３ １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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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设备产业 １４ ６ ２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５ ２０ １２

电器机械及器材产业 １６ ２３ ７

普通机械产业 １７ ４ １６

纺织业 １８ ２５ ４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产业 １９ ７ １９

医药产业 ２０ ２ ２７

非金属矿物产业 ２１ １１ １５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２２ １３ ２５

专业设备产业 ２３ ３ １８

其他产业 ２４ ５ １７

文教体育用品产业 ２５ ２４ ６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设备 ２６ １６ １０

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 ２７ ２８ ２

化学纤维产业 ２８ ２７ １４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ꎬ 宋体数据表示劣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１ꎮ

在塞尔维亚具有竞争优势的 １５ 个产业中ꎬ 欧盟在烟草加工业、 造纸及

纸制品业、 饮料产业、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金属制品业、 交通运输设

备产业方面同样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ꎬ 这些交集产业在与欧盟经贸往来中

将形成竞争效应ꎻ 但欧盟在橡胶产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产业、 塑料产

业、 食品加工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家具产业、 服装及其他

纤维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产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方面竞

争力不足ꎬ 这些互补产业也是塞尔维亚与欧盟经贸往来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之所在ꎮ
对于塞尔维亚前 １５ 个优势产业ꎬ 中国在烟草加工业、 造纸及纸制品

业、 饮料产业、 食品加工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印刷业记录

媒介的复制、 交通运输设备产业方面劣势明显ꎬ 且这些产业在中国产业排

序中绝大部分排在 ２０ 名以后ꎬ 积极开展中塞经贸合作ꎬ 以促进上述产业发

展ꎬ 有利于加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及价值链提升ꎬ 更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增

强的必由之路ꎮ
在塞尔维亚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的 １３ 个产业中ꎬ 除了普通机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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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产业、 医药产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专业设备产业

及其他产业之外ꎬ 中国其余 ７ 个产业均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ꎬ 这些产业

具有劳动密集或技术密集特点ꎬ 是中国与塞尔维亚经贸合作中产业对接切

入点所在ꎮ
以塞尔维亚服务业部门竞争力排序作为参照ꎬ 依次排列出欧盟、 中国

对应产业的排名水平 (见表 ８)ꎮ 按照竞争力高低ꎬ 塞尔维亚具有竞争力的

服务部门产业依次排在前 ５ 位ꎬ 排名第 ６ ~ ９ 位的产业不具有竞争优势且其

竞争力水平也越来越低ꎮ
结合表 ５ꎬ 本文对欧盟和中国相对应产业竞争力的排名情况进行横向

比较ꎮ

表 ８ ２０１４ 年塞尔维亚、 欧盟和中国 ９ 个服务业部门竞争力排序比较

产业名称 塞尔维亚 欧盟 中国

建筑服务 １ ７ １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２ ２ ８

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３ １ ３

旅游服务 ４ ８ ４

运输服务 ５ ６ ５

其他商业服务 ６ ４ ２

保险服务 ７ ３ ６

专利和特许费 ８ ９ ９

金融服务 ９ ５ ７

注: 表中黑体数据表示具有比较优势ꎬ 斜体数据表示比较优势较为突出ꎬ 宋体数据
表示劣势ꎮ

资料来源: 同图 ２ꎮ

在塞尔维亚具有竞争优势的 ５ 个服务产业中ꎬ 除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外ꎬ 其他 ４ 项排名与中国情况完全一致ꎬ 反映出中国服务产业结构与塞尔

维亚相似的特点ꎻ 然而塞尔维亚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竞争力强于中国ꎬ 这

也是双边产业合作的切入点之一ꎮ

三　 中塞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相关对策建议

根据产业复杂度数据ꎬ 塞尔维亚整体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略优于中国ꎬ
同时略高于欧盟整体水平ꎬ 具体反映在: 初级产业、 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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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明显ꎬ 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ꎬ 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

展相对落后ꎮ
在中观部门细分层面ꎬ 塞尔维亚产业竞争力优势依次出现在烟草加工

业、 橡胶产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产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饮料产业、
塑料产业、 食品加工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家具产业、 印刷

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金属制品业、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绒

及其产业、 交通运输设备产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１５ 个工业部

门ꎮ 竞争力不足集中于电器机械及器材产业、 纺织业、 文教体育用品产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设备、 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 化学纤维产业等 １３ 个

工业部门ꎬ 其产业竞争力具有优劣势明显的特点ꎮ 在服务业方面ꎬ 塞尔维

亚服务产业结构大致与中国相似ꎬ 然而其在中国竞争力相对薄弱的个人文

化和娱乐服务方面竞争优势巨大ꎮ
中国整体产业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ꎬ 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恰巧是塞尔维亚产业竞争力薄弱之处ꎬ 而且塞尔

维亚在中国相对薄弱的初级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ꎮ
因此ꎬ 建议中欧经贸合作以 “产业对接、 产业合作” 的形式展开ꎬ 以实

现双边产业互补、 共同优化产业结构、 完善产业价值链、 提升产业竞争

力的愿景ꎮ
产业对接的切入点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ꎬ “产业对接、 产业合作” 集中于 “塞尔维亚优势、 中国劣势” 的

产业ꎬ 形成两国产业互补效应ꎮ 按照优劣势差距依次为烟草加工业、 造纸

及纸制品业、 饮料产业、 食品加工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印

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交通运输设备产业ꎮ 此外ꎬ 还包括现代服务业中的

个人文化和服务产业ꎮ
第二ꎬ “产业对接、 产业合作” 集中于 “中国优势、 塞尔维亚劣势” 的

产业ꎬ 实现双边产业竞争力共同提升ꎮ 按照优劣势差距依次为电子及通信

设备产业、 纺织业、 文教体育用品产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产业、 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设备和化学纤维产业ꎮ
(责任编辑: 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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