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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中 国 服务 贸 易 免争 汐 的

理 与 矣证研 究

夏杰长 姚战琪 齐 飞

【提 要 】 进入新世纪 , 中 国货物 贸 易顺差大幅增加 ,
但是服务贸 易 逆差呈逐年扩大趋

势 。 同 时 , 我 国服务贸 易 总体的 贸 易 竞 争力 指数为 负 ,
且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远远

小于制造业 , 因此增强我 国服务业竞争力是推动服务 贸 易 良性发展的根本举措。 中 国服务

贸 易 出 口
、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均 与服务业增加值正相关 , 但服务贸 易进口 与服务业增加

值 负 相关 。 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 随着时 间 的延长服务 贸 易进 口对服务贸 易 出 口 具

有正向作用 , 并且显著性不 断增强 。 基于 模型的格兰 杰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表明 ,
服务

贸 易 出 口 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双向 的 因 果关 系 , 同 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我 国服

务业增加值也存在双向 的 因 果关 系 。

【关键词 】 服务贸 易进 口 服务贸 易 出 口 服务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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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中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 出 口大国 ,

—

、 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但是服务贸易逆差很大 , 逆差居世界第
一

, 旅

近百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历经了商品纟
游 、 运输 、 许权转让和专利等技术交

气
三项

球化时期 、 制造全球化时期 、 服务全球化时期
为主 逆差行业 。 对中国服务

,
易出 口的行业结

江小 涓 , 林航 , 在服务全球
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 旅游 、 运输和其他商业服

化时期 , 跨 国公司成为推动全球贸易 的主导力
务业是中 国 服务 贸 易 出 口 的 主体 ( 石 占 星 ,

量 。 服务业酣撤賴务贸跡雑麵务

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 也有力地推动 了 中 国深人

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 世纪 年代后 , 中 本文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 项 目号 的

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 ,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 阶段性成果 。

易发展迅猛 。 年 月 日 , 商务部姚坚在 ① 江小涓 ： 《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 》 ’ 《经济研

北京透露 , 未来 年是中 国货物贸易和服
究 》 年第 期 。

知 二 、丨 从： ② 林航 ： 《 服务全球化时代 ：

一个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应
务贸曷齐头并进 、 相互促进的重要战略机細 ,

用 》 , 《 国际服务贸易评论 》 。。 年第 期 。

因此 , 推动 中 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有机结合 ③ 石 占星 ：

“

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 争力 研究
”

, 天津商业大学

及互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年硕士学位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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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及咨询服务在 中 国服务贸易 出 口 中 的份额 和 出 口 额最小的产业是电影和音像业 。 服务贸易

次之 , 而金融 、 保险 、 广告及宣传 、 专有权利使 行业进 口结构与 出 口结构基本类似 , 运输 、 旅游

用费和特许费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 口所占份额 业仍是中国服务贸易进 口 的主导产业 , 电影及音

极小 , 在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 总额中所占份额最少 像业在中国服务贸易进 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最小 。

表 中国服务贸 易和 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 (
年 ) 单位 ： 亿美元 ,

％

年 份

中国服务 贸易竞争力指数
一 — 一 一

中 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
一 — — — — — — — —

年 份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
— — — — — — — — —

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
—

年 份 均值

中国服务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

—

—

—

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 力指数

资料来源 ： 根据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 及世界贸易组织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

通过对 中 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竞争力指 通过对中 国服务业和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

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 从 年开始 , 我 国服 势指数的分析和 比较可以看出 ： 即 指数 ,

务贸易总体的竞争力指数 ( 即 指数 出 口 十 其中 , 表

一

进 口 ) 出 口 进 口 ) ) 为负 。 年 以后 , 示中 国出 口 产品 的出 口值 , 表示中国总出 口

中 国货物贸易快速增长 , 从 年开始 中 国制 值 , 表示世界出 口产品 的出 口值 , 表示

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正 ( 见表 。 制造业贸 世界总出 口 值 。 年 , 中 国服务业整

易竞争力指数均值为 左右 , 服务 贸易竞争 体的 指 数为 , 制 造业 指数为

力指数平均值 ( 远远小于制造业 , 这与 , 也表明我 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 , 制

我国制造业已 深人参与全球分工以及制造业 巳 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强 中国服务贸易 的 指

具有较强的 国 际竞争优势的事实完全相符 ( 姚 数在金砖 四 国 中最低 。 通过对 中 国 、 韩 国 、 印

战琪 , 。

① 虽然 中 国服务贸 易增 长较快 , 度等国家服务贸 易显示性比较优势 指数进行历

但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较低 。 服务业和服务贸 时比较 ( 见表 , 可以发现 , 韩国 、 印度等国

易管理体制不尽科学 、 服务贸 易结构不 合理 、 家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中 国 的

政府对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扶持力度不够 、 缺乏 指数。

促进服务企业 自 主创新的激励措施等原 因 影响 对中 国 吸收外商投 资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 ,

了我国服务贸 易竞争力 的提高 。 从纵向 上看 ,
从 年开始 , 中 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中国服务 贸易竞争力 指数常年为负 , 说明 中 国 及增幅均超过制造业 , 但是 , 服务业外商在华

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上均处于 比较劣势 ； 从 中 投资过多地集中 于房地产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 , 新世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交通运输 、 仓

纪以来竞争力 指数总体上变化不大 , 年为

, 年为 。 年后 中 国服务
① 姚战琪 ： 《全球化背景 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与服务 贸易的关

贸易竞争力指数迅速下降 。 系研究 》 , 《财贸经济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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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 国与其他国 家服务业 指数比较

年份 中国 韩国 印度 墨西哥 年份 中国 韩国 印度 墨西哥

—

—

—

—

一

一

一

资料来源 ： 笔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相关数据计算得 出 。

储和邮政业等利润较高的服务业 。

一些研究显 的溢出效应受国 内 总投资率和各国利用外资政

示 , 中国的产业体系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 策等因素影响 , 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服务业外商

低端 , 当前外商投资对我 国服务业增长和结构 投资在拉丁美洲各国具有 明显的 负 向挤 出效应

调整具有一定 的负面效应 。 即替代效应 )
, 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 。

① 对摩洛哥 年制造业的

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发现制造

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正向溢 出效应 。
① ’ ,

—
、 而 、

■
、
》 时 ” ” —

认为 , 保加利亚 、 罗马尼亚 、

波兰吸收外商投资也不存在溢出效应 , 但是 ,

来 自美国 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在发达国家的外商
②

：

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向 溢出效应 , 对技术水平具

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 周洁 、 刘畅 , 姚战 ,

琪 、 夏杰长 , 。 当前 , 学术界关于服务
③

《

周 ： 夕 直翻资的溢出效应研究综肌

业外商投资溢出 效应的研究成果极少 。 ④ 姚战琪 、 夏杰长 ： 《 服务业全球化趋势及中国选择》 , 《全球

⑤ 考察了 年亚 化 》 年第 期 。

、
■ 儿 々 士 ⑤ ,

洲 、 拉丁美洲及棚 的数据 , 认为服务业外商 —

投资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 , 服务业外商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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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 国而言 , 我们认为 , 服务业外商投 资的 济增长的影响 , 除 了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贸易

大规模进人可能不会促进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改 出 口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对经济增长的

善 , 甚至服务业外商投资不利于我 国 服务业 的 直接影响之外 ,
还通过服 务贸易进 口 、 服务贸

结构升级 。 对 年中 国服务业外商投 易出 口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之间 的交互影响

资 、 国 内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进行协 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 间接影响 , 因此三变量之

整分析的统计结果表明 ,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间存在极 为 密 切 的 联 系 。 向 量 自 回 归 模 型

与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小于 国 内 生产总值 ( 依托经济理论分析框架 , 以系统中每一

与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 , 即服务业外商投 个内生变量作为系 统中所有内 生变量的滞后值

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远远小于 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 更多的是依据数据 自 身的

国 内生产总值对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 。 当前 , 内在特征探讨经济变量之间 的关系 , 克服 了传

我国服务业开放面临 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 第一 , 统经济计量方法不足等问题 。 基于此 , 本文采

当前我国 内资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较低导致内 用 向量 自 回归模型的分析方法。 本 文设定基本

资生产性服务业处 于产业链低端 , 不利于本土 模型为 ：

企业技术升级 。 第二 , 由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丨

资过多地集 中于房地产等利润较高 的非传统服

务业 , 以及 中 国 服务业与外商投资存在较大的
“

技术差异 , 因此外商投资并未给中国服务业带 丨

来 明显的技术优势 。 第三 , 外商投资可能对我
”

国服务贸易总额及服务业国 内 市场需求产生不

利影响 , 不 利于 中 国 服务业 国 际竞争力提高 。

⑵
“ ‘

’

前 , 学术 界仍缺乏对服务贸易及其竞争力与

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 ,

…

,

检验的研究成果 , 本文从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 其中 , 、 、 分别表示服

长以及服务业总产 出和经济增长推动服务 贸易 务贸 易 出 口 、 服务 贸 易进 口 、 服务业增加值 、

两个角度 , 研究 世纪 年代以来 , 中 国服务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 为扰动 向量 。 本文采用

贸易进 口 、 服务 贸易 出 口 、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向量 自 回 归模型的分析方法 , 具体包括时间序

资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 的互动关系和 内在影响 列平稳性检验、 协整检验 、 格 兰杰因果检验 、

机制 , 对我 国服务贸 易竞争力进行理论与实证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多种方法 。

研究 。 根据 年的经济数据 , 在各变 (
二

) 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量之间建立 向量 自 回 归模型并进行相应 的协整 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业增

检验 、 格兰杰 因果检验及建立 向量误差修正模 加值等数据来 自 《 中国 统计年鉴 》 、 《 中 国对外

型 , 研究服务贸易与我 国经济增长 是否存在长 经济贸易年鉴 》 、
《中 国商务年鉴 》 等 , 时间跨

期的稳定关系 , 得出较可靠 的研究结果 , 并提 度为 年 。 所有数据按当年平均汇率

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换算为人民 币 , 由 于各变量都是名义变量 , 使

—

用以 年为基期的 国 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进
二 、 行序列调整 , 得到各变量 的实际值 。 为 了消 除

分析模型和研究方法
古姑

、八 众主 芏工 巨
、 ① 夏杰长 , 姚战琪 《服务业外商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 ： 基于

现有的理论研九表 月 , 关于服务贸易进 口 、

中酬实证研究 》 , 《 南京大学学报 》 ( 人文哲学社会科学

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 国经 版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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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变量数据存在 的异 方差性 , 并考虑 到对各 图 各变量的
一

阶差分趋势图

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形式之后不会改变 它们 之

间的计量关系 , 因此 , 对所有变量采取对数形

式 。 各变量具体表示如下 ： 表示 服务贸

易 出 口 , 表示服务贸易 进 口
, 表

示服务业增加值 , 表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

资 。 、 、 、 分 。 。

别表示服务贸 易 出 口 、 服务贸 易进 口 、 服务业

增加值 、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
一

阶差分变量 。
, 。“ — —■

— —

卜
—

— —

三 、 中 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
—

— ―

“

— — ―

影响 素的实证分析
平稳性检验

多变量描述性分析 采用时 间序歹 数据进行分析 , 使用带有 随

从图 可 以 看 出 , 在 年 期间 ,
机趋势的非平稳数据进行估计时会 引起伪 回 归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资 、 服务 贸 易 出 口
、 服务贸 问题 。 因 此 , 在协整检验之前 , 必须通过单位

易进 口 、 服 务业增加值 四个时 间 序列都处于上 根检验以 确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 资 、 服务 贸 易

升趋势 , 服务 贸易进 口 与 出 口 两个变量基本保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业增加值各变量 的

持同步变动 的趋 势 , 相关性很强 。 服务业外商 单整阶数 。 为确保结果的正 确性 ’ 对每个变量

投资变动幅度非常大 , 经历了 年 、 年 序列都使用 和 两种检验方法确定其稳

和 年三次高峰与 年 、 年 和 定性和单整 阶数 , 在滞后期 数的选择上 , 参照

年三次低谷 。 服务业三次外商投 资增长 的高 峰 赤池信息准则

期与全国外商投 资的高涨期基本
一致 , 年 和施瓦茨准则 。

的政治风波 、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 年 表 服务业外 商直接投资与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国际金融危机不但降低 了 中 国工业行业的外商
⑶

检验 临陳

投资 , 也使中 国 服务业外商投资处 于低谷期 。

‘

统计 程形式 …

—

, 丨
)
一 — —

外商投资规模在 年 出现最高值 , 年前
— — — —

指标值增长较快 , 之后增 长率缓慢下 降 。

年之后 , 随着 中 国 宏观经济环境的 改善 , 服务 ,

业外商投资开始稳步增长 。

—

各变量水平值趋势图
】

)
一 — —

,

一
—

注 ： 检验方程形式 ( ： , , 中 , 表明检验方程带有 常数项 , 表 明 带有趋
“

势项 ； 为 滞后期数 选择标准是 和 准则 。

？
从检验结果可知 ( 表 服务业外商直接

投资 、 服务业增加值 、 服务 贸易 出 口 及服务 贸

易进 口这四个数据序列的水平值在 的显著性

泛
— 水平上都不是平稳的 , 但其

一

阶差分序列平稳 ,

—

说明 它们都是 序列 。 由 图 可看出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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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变化以后 变为平稳序 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 , 即 服务贸

列 , 巳不存在时间趋势和序列 自相关 。 易 出 口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远远

三
)
协整检验 大于服务业外商投 资对服务业增加值 的影响 。

本文使用基于■ 模型 的 知 的协 同时 , 服务 贸易 出 口 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 的 系

整方法对各数据序 列进行实证分析 数估计值的 值较显著 , 表明两变量之间具有明

和知 。 确定 协整检验的滞 显的统计上的显著性 。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虽

后阶数是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 , 我们进行 了滞 与服务业增加值保持正相关性 , 但相关系数较

后长度判别检验 , 同时考虑到有效估计的残差 小 , 且系数估计值的 值不显著 , 表明二者之间

应具有的正态分布特征 , 选择 模型的滞后 的显著性水平较低 。 服务贸易进 口与服务业增

期为 。 协整检验分为两个具体程序 , 首先 , 对 加值负相关 , 服务贸易进口每增加 , 服务业

每两个变量的对数值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 发现 约减少 , 服务贸易出 口对服务业经

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业外商直 济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服务贸易进 口 对服务业

接投资与 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 经济增长的影响 。 服务贸易进 口 在
一

定程度上

其次 , 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 服务业增加值 、 抑制服务业增加值 的增长 , 但服务贸易进 口 能

服务贸易 出 口及服务贸易进 口 四变量的对数值 缓解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缺 口 , 满足我国居 民

之间进行协整关系 检验 , 结合迹检验和最大特 的多样化需求 , 同时服务贸易进 口 尤其是生产

征值等统计值 , 得到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 。 结 性服务进口 对中 国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

果表明 , 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 更为明显 , 因此加大生产性服务进 口 对充分发

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在 的显 挥进 口的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提升整

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 最终正规化后的 个生产性服务业的 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

协整方程见表 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 。 表 服务贸 易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业外商直

表 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 贸易进 口 、 服务业外商直
接 与 加值 变量的 回归估 十

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四变量协整检验结果 变 量

“ “

原假设 迹统计临界值 最大特征值统计
迹统 最大 —

协整方程 , 由 —汝 协整
(

—

〉

计量 值 特征值 值
的数目 土玄天承 —

—

注 ： 括号 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通过表 可以看出 , 服务贸易进 口对我国

服务业增加值具有 负 向作用 ’ 同时 , 服务 贸易

从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业 进口对服务贸易 出 口具有正向 作用 , 并具有统

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 四变量的协整检 计上的显著性 , 因 此改革开放后服务贸易进 口

验估计系数的结果可以看出 ( 见表 , 服务业 通过提高技术水平 、 满足多样化需求 、 缓解供

外商直接投资 、 服务贸易 出 口 均 与服务业增加 给能力缺口 等渠道提高 了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

值正相关 , 但服务贸易进 口 与服务业增加值负 尤其是国 际服务外包发展迅猛 , 中 国承接 国 际

相关 。 服务贸易 出 口 增加 , 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近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 , 服 ① ,

务业增加值增长近 。 服务贸 易 出 口 与服
腿 。 二

务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远远大于服务业外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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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迅速增长 ,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 中国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 世纪 年代后 , 中国
“ “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 积极参与 国 际合作 , 国际

服务外包成为推动中 国 服务贸易竞争力 提升的

重要因素 , 年 , 中 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

务达到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 年 ,

…

中国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 同执行金额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

“

从表 还可看 出 , 服务业外商投资与 中 国 §
邮 卜

服务贸易 出 口 总额负 相关 , 外商投资不利于中 参考调整后的可决系数 、 、 等标准 ,

国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的提高 。 从改革开放 以 确定本文 向 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并

来
一

直到 年 , 外商直接投资仍集 中在以制 指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 所得结果详见表 。

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 , 因此在改革开放后的绝 是误差修正项 , 反映变量之间 的长期均

大多数年份 , 服务业没有受到外资 的青睐 , 此 衡关系 , 所有作为解释变量 的差分项的 系数 ,

种情况导致我 国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严重 , 同时 反映该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短

进人我国服务业 的外商投资的市场战略是为了 期变化的影响 。

扩大我 国市场 , 而不是推动我 国 出 口 贸易 , 因 从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务业

此外商投资所起作用仅限于进 口 替代而非出 口 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四变量之间 的误

导向 , 因此外商投资对我 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 差修正模型可以看 出 , 在短期 内 , 服务业外商

提升作用极不明显 。 因此 , 为 了提高 中 国服务 直接投资促进我 国 增长 , 这表明在短期 内

贸易 国际竞争力 ,
必须制定政策促使外商投资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 国服务业增加值具有

提高我国服务产品供给水平和出 口能力 。 促进作用 , 但是在短期 内该变量系数的 值不显

从表 亦可看出 , 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 著 , 这与前面所述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 国 服务

增加值的影响虽为正 , 但影响较弱 , 因此必须加 业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较弱的事实相一致 。

强国内服务供应商与外资企业的联系 , 扩大外商 本文发现 , 我 国服务贸易进 口 及出 口 与服

投资企业对国内服务业的需求范围 , 从而使跨国 务业增加值之间的协整关系不同 , 服务贸易 出

公司在华投资能显著地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 ,

口促进我 国 服务业经济增长 , 并且随着时 间的

从而促进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
延长 , 服务贸易 出 口 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促进作

四
)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用更为明显 。 同时可以 看 出 , 中 国 服务 贸易进

在我 国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
口对服务业增加值有短期负 向 作用 , 但是变量

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四个变量之 系数的 值均不显著 。

间存在协整关系 的基础上 , 确定差分形式 的向 从四变量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可 以看出 , 在

量误差修正模型方程如下 ：

协整关系上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变量
“

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产生 了反 向修正作用 。

短期内服务业外商投资 同时促进 了我国 服务贸
‘ ‘

易出 口 和服务贸易进 口 , 即对二者 的影 响方 向

棚 , 但短期 内服务业外麵资对服务 出 口 的

影响作用稍大一些 ’ 同 时显著程度更高 。 同时
‘ “

？ 本文发现 , 随着滞后期的 延长 , 服务业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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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 。 另外 , 国服务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正 向 的 、 较为稳定的

从系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 前期出 口 的变化对 促进作用。 同时 , 服务贸易 出 口 对服务 贸易进

随后的服务业外商投资变化产生正向 影响 , 因 口具有短期 的正向 促进作用 , 但显著性不强 ,

此 , 至少短期 内服务贸易 出 口 对服务业外商投 这反映了决定 当前影响服务贸易 自 由化 因 素 的

资是存在促进作用的 。 复杂性和服务贸 易协定谈判 中各国利益博弈的

表 服务贸 易 出 口 、 服务贸 易进口 、 服务业外商直

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此外 , 本文发现 ’ 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与

滞后各期 的服务 贸易进 口 之 间存在负相关性 ,

误差修正

表明服务贸易进 口 变化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

、 、

产生
一

定 的替代效应 , 即短期内服务贸易进 口

会替代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流人 。 随着我 国经济

快速增长 , 对服务的需求可 以部分地通过服务

业外商投资和服务进 口 两种渠 道 获得 。 由 于我

国人力资本匮乏 , 服务业发展需要 的高级生产

要素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 短期 内满足服

务需求的主要方式仍为服务贸 易进 口
,
这 与我

— — 国第三产业外商投资所 占 比重较小的事实相符 。

— — — —

虽然短期 内 国 内生产总值与服务 贸易 出 口

负相关 , 但系数 值并不显著 , 表明二者呈现较

弱的负相关 , 同 时 ,
二者呈现正相关的发展趋

势 。 世纪 年代后 , 中 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
卜… 刻

增长 , 服务贸易与货物 贸易发展迅猛 。 但是 自

年后 中 国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 , 并且服
。翻 薩

务贸易逆差绝对额不断扩大 , 在 年出现改
° ° °

革开放以来 的逆差最大值 亿美元 , 因此我
一 丄 … ■

— 国经济增长对服务贸 易 出 口 的推进作用 是有

限的 。

一
、

▲

—— 五
) 格兰杰因果检验
山 , 《

、
儿

确定了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 贸易进 口 、 服
。 、 , , , , , ,

— 务业外商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的长期和短
一 — —

期关系并不能说明各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 , 本
一 —

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进行分析 。 格兰杰因

果检验
一

般有两种形式 ： 对于非协整序列间 的
：

因果检验适合用 模型进行检验 ； 对 于协

通过表 还可 以看出 , 短期 内 服务贸 易进 整序列 间 的因果 检验适合用 模型进 行检

口对服务 贸易 出 口具有负 向作用 , 但不具有统 验 。 本文的服务贸易 出 口 、 服务贸易进 口
、 服

计上的显著性 , 随着时间的延长服务贸易进 口 务业外商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着协整

对服务贸易 出 口具有正 向作用 , 并且显著性不 关系 , 因此选用第二种检验方法 , 其计量结果

断增强 。 这表明 , 服务贸易进 口 在入世后对我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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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 国服务贸 易与 的格兰杰 因果关 系检验 年增长 , 在短期 内服务贸易 出 口 有利于增加 国

结果 内生产总值 。 服务贸易进 口 对经济增长具有抑
一“

： 自 由度
制作用 , 但并不显著 。

变量
在四变量 的因果检验 中 , 服务业外商投资

不能引起腳 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存在双向 的因果关系 , 同

中国服务 不能引起
— 时服务贸易 出 口 与服务业外商投资也存在双向

业增膽 不能引起脳
一 一 的因果关系 。 这与笔者前期研究结果相似 ( 姚

——

不能引起腳
—

一

战琪 , , 服务业外商投资与服务贸易进 口
随不能引起

— 存在
一

个单 向的 因果关系 , 即服务业外商投资
服务 贸易 不能引起

出 口 麗不能弓邮腦
是进 口 的格兰杰原因 , 但服务贸易进 口 不是服

不能引起

一

圖
务业外商投资的格兰杰原 因 。 服务贸易进 口不

不制起隱
是格兰杰原因引起外商投资变动的 值为 ,

服务贸易 不能引起 因此可以视为外生变量。 这是因 为服务进 口对

进 口 不能引起 外商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 虽然服务

不能引起 业外商投资会促进服务贸易进 口
, 但进 口 不是

不能引起 促进外商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

服备仆
不能引起

外商直
不能引起

一口 匕 巧

接投资

不能引起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 服务 贸易出 口 对服务

可以看出 , 中国服务贸易进 口 与服务贸易出 业增加值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远远大于服务业外

口都是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格兰杰原因 , 表明中国 商投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 , 同时 , 服务贸

服务业进出 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 易进 口对我 国服务业增加值具有负 向作用 , 服

用 。 同时 , 我国服务业经济增长不是服务贸易出 口 务贸易进 口对服务贸易 出 口具有正 向作用 , 并

和服务贸易进口 的格兰杰原因 , 这表明中国服务贸 具有统计上 的显著性 ,
因此改革开放后服务贸

易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较快发展。

易进 口增 虽 了我 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 同时 , 服

另外 , 中 国 服务贸易 出 口 是引起进 口 的格 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增加值的影 响虽 为正 ,

兰杰原因 , 服务贸易进 口也是引起服务贸易 出 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与我 国服务贸易 出 口 总额

口 的格兰杰原因 , 同时服务贸易 出 口 对服务贸 负相关 , 这表明 外商投资不利于 中 国服务贸易

易进 口的带动作用强于服务贸易进 口对 出 口 的 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 同时 , 从各变量之间的误差

带动作用 , 这表明服务贸 易出 口 比进 口对我 国 修正模型可以看出 , 服务贸易进 口变化会对外商

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导向作用 。 服务贸易出 口 、
直接投资流量产生

一

定的替代效应 , 即短期 内服

服务业增加值是服务贸易进 口 的格兰杰原因 ,
务贸易进 口会替代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流人 。

这表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促进服务贸易进 因此 , 要切实提升 中 国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

口的根本性因素 。 力 , 须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

与前文所述在协整关系上服务贸易 出 口 与 第
一

, 加强 国 内服务供应商与外资企业 的

具有长期正相关关系 的结论相符 , 中 国服 联系 , 加快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进行技术转移

务贸易出 口 对服务业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大于 的步伐 , 要通过
一

系列政策措施 , 培育和扶持

服务贸易进 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 改革后 本土企业 的成长 , 不断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 。

我 国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速 , 服务贸易 出 口逐 首先 , 要鼓励外资企业与国 内购买方和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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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 , 间接地扩大制造业 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中 的积极作用 。 要加强对人

整体对国 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范 围 , 要不断 力资本的投人 , 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性的服务

提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 贸易 , 推动运输业等服务业尽快向知识技术密集

生产性服务的能力 , 从而使跨国公司 在华投资 型产业转变 ； 要加强对人力资本投入 , 加大对高

能显著地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 。 其次 , 提 等教育的投资力度 , 培养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要

高服务业 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 缩小内 资企业 求 、 精通国际商法 、 国际运输的复合型专业人

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 尤其是对那些在竞争 才 ； 要拓宽人才培养途径 , 形成科学的人力资

能力上与外商投资企业差距较大 的行业 , 要尽 源开发利用体系和多层次人才培训体系 。

快出台激励与支持措施 , 帮助企业缩小差距 。 第五 , 加强服务贸易 相关产业的协调 与支

第二 , 打破行业壁垒 , 降低进入门槛 。 要努 持 , 完善基础设施和发展基础产业 , 推动相关

力扶植新兴服务行业与科技服务业快速成长 , 积 产业的协调配合 。 我国政府要制定相应的融资 、

极拓宽中国服务贸易领域 , 更好地促进金融 、 保 税收等优惠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 , 鼓励知识技

险 、 咨询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和 术密集型服务业 的发展 , 并引 导人们对旅游 、

对外开放 , 推动中国服务业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 信息 、 房地产 、 金融 、 保险等行业的 需求 , 刺

资本密集型 、 技术密集型转变 , 实现中国服务产业 激服务业总体竞争力 的提高 。

结构优化升级 。

第三 , 要优先发展旅游服务业 、 建筑服务业 本文作 者 ： 夏杰长是中 国社会科 学 院财 经

等我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战略研 究院院 长助理 、 服务经济研究 室

业 、 专利与特许服务 、 通讯等比较劣势逐渐减弱 主任 、 研 究 员 、 博士生 导师 ；
姚战琪是

的服务行业 , 努力提高传统服务业的科技含量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财经 战略研 究 院服务经

积极发掘其他服务产业的发展潜力 , 促进我国服 济研究 室 副 主任 、 研究 员 、 硕士生导 师 ；

务业整体实力 的提升 ,
不断提升服务业国际竞 齐飞是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级

争力 。 博士研究生

第四 , 注重人才培养 , 发挥人力资本在提升 责任编辑 ： 何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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