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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北京市服务业占GDP

的比率约为 83%，但北京

服务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

比率约为 23%，即服务在生产环节的

占比远高于服务在交易环节的占比，

这意味着跟服务业的发展相比，北京

市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了较大制约，

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由于北京市数

字技术发展相对领先，可以预见的是，

受数字技术支撑的数字服务贸易（主

要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类服务+信息通

信技术赋能类服务）会是北京市服务

贸易增长的潜力源。

针对北京探索数字服务贸易制度

型开放的实施路径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开展支撑国家有关数字服务

开放承诺落地实施或辅助开放决策的

技术性工作。在国家已做出对外开放

承诺的具体领域或问题上，如何将这

些开放承诺进一步落到实处，出台配

套的细则或规范等，北京

是有自主探索权的。或者

国家在做出开放决策的考

量过程中，北京可提供一

些可供中央参考的技术性

支撑。如：针对“以电子

传输方式开展的贸易活动

是否应永久免关税”问题，

这是加入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的难点

问题，北京尤其是北京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可以挑选代表性的相关行业和企

业（如：数字内容），进行有针对性

的调研，对我国以电子传输方式开展

的贸易活动的规模进行合理的估算或

统计，对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地位

进行合理评估，该测算和评估结果无

疑会对我国在对外做出相关承诺时提

供很好的技术支撑。又如：云服务是

我国对外开放的压力部门，北京可探

索构建基于产品层面的云服务分类体

系，这种更细颗粒度（产品而非产业）

的分类体系，能为我国对外做出更精

准的开放承诺奠定基础。

二是推进国家层面与数字服务

贸易相关的监管制度的落地实施，提

升现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

性。从整体看，国家层面关于数据出

境的规制对象包括“重要数据”和“个

人数据”，已形成以“安全评估、标

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为主

要途径的数据出境监管制度体系。北

京作为试点进行制度创新，其目的

是“让可出境的数据出境变得更加

便捷”。数据出境监管的权力在国家，

北京进行制度创新时应明确遵照该

权力边界，不能逾越。进行制度创

新的现实抓手主要包括：基于重要

数据识别标准，辅助制定特定领域，

包括具有产业基础的领域或作为首

都的独有事项的重要数据清单；帮

助企业更顺利地通过数据出境安全

评估流程；主合同与数据跨境流通

标准格式合同的兼容；特定场景的

数据出境的便捷化处理；针对特定

场景的数据出境流动；针对特定对象

的数据出境监管便利；提升企业处理

数据出境业务的能力，如：

政府成立数据跨境服务中

心或开展针对企业的数据

保护能力评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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