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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基于我国 年 个省 市 自 治 区服务业的 面板数据 ,
运用 产 出 导 向

的规模收益可变 模型计算 了 改革开放以来全 国及各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变动 , 并

将其进一步分解为 四个效率指标 , 通过对生产率各个指标值变动轨迹的 区域和阶段两 方 面

考察 , 试图从劳动生产率视角 , 提供一个理解服务业集聚效应的 维度 , 探究我 国 服务业发

展的主要特点和 矛盾 。 研究表 明 , 年来我 国服务业全要素 生产 率增长显 著 , 但地 区 差

距 问题也 日 益突 出 , 拉动效率增长 的 主导 因 素发生 了 变化 。 我 国 应加快改 革各 类 阻碍服

务业发展的 制度障碍 , 推进服务业 结构优化 和技术创 新 , 不 断 完善服务业 的 集聚发展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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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服务业取得 了长足的

进步 , 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 产业结构优
―

、

升 扩大就业方面发挥了—用 ’

内大多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的文献
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 如学者程大中

集 中于总体国 民 经济效率度量以及对农业 、 工

曾指出 ： 我 国服务业存在
“

三低 现象 , 总体
业的研究 , 对服务业 的测 算 比较少 。 顾 乃华

发展水平不高 , 结构性矛盾较突出 。 之后又历
( 使用 年间我 国服务业的面

经十 年的发展 , 今天我 国的服务业是否还存
板数据 ,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模型 , 测算 了

在那样的问题 ？ 或 出 现哪些新的 问题 ？ 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 应采取哪些措施提高我 国服务业

的发展水平 ？ 本文 试图通过定量分析研究服务 ① 程大中 ： 《 中 国服 务业增 长的地 区与部 门特征 》 , 《财贸经

业发展 余年 的历程 , 从生产率角度探讨其发
》 ￥胃 。

② 即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 、 就业比重和人均增加值偏低 。

展过程中的 律和变化 , 同时对比各 丨司服务业 ③ 顾乃华 ：

—

年我醒务业增长效率的实证分

发展的差异 , 为我国服务业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 析 》 , 《财贸经济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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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增长效率特征 , 认为那十年我 国服务 国大陆 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

业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 , 技术效率低下 , 资 率增长情况 。 已有绝大部分研究由 于海南和西

源和技术都有很大潜力 待挖掘 。 杨勇 ( 藏两地数据 的缺失而将其排除在外 , 笔者通过

借助科布
一

道格拉斯 ( 生产函数 , 搜集详尽的历史资料 , 并采用科学方法估算后 ,

测算了我国 年间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 尝试将两省 自 治区纳入研究 。 与前述研究相 比 ,

率 , 并进行了生产率的纵 向时序分析和横 向 国际 文中采用 的数据均 以 服务业普查修订后 的数据

比较 , 认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总体偏低 , 结 为准 , 并按照 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 数

构性失衡比较严重。 这两篇文章都是采用限定的 据精确度得 以提高 。 最后 , 加入对各地 区服务

生产函数形式对生产效率测度 , 难免 出现偏差 , 业效率差距的深层次分析 , 从各地区行业结构

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会受到先天模型设定的影响 。 的不同及集聚化人手 , 探讨下
一步服务业发展

也有不少学者使用和本文相同 的计算方法 改革的方向 。

来测 度我 国服务业 的生产率 ： 原毅军 、 刘浩 、
—

白楠 (
② 采用基于非参数的 指

一 、 方法与数据

数方法考察了 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卜 方法

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并进
一

步分析导致 效率测算方法主要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的原因及地区差异因 素 ’ 认 方法两大类 。 参数方法

一般借助于计量经济学
为我 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研究期 内 的增长方式 的有关理论 ’ 将投人产 出关系用特定的生产 函
是不健康的 , 需进

一

步加大服务业的市场化改 数描述 ( 如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或柯布道 、 格拉

革力度 。 文章研究范围涉及 个省市且限定生 斯生产函数 )
, 需要引人较强行为假设 , 且事先

产性服务业 , 而不是对我国所有地区整体服务 对产出行为进行限定 , 计算结果难免出现偏差 。

行业的分析 。 杨向 阳 、 徐翔 (
③ 通过分析 而非参数方法则 避免了这些问题 。 该方法源于

我国 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 产率状
,

⑥ 提出用分段线性凸包前
况 , 得出其年均增长率为 , 不 同 地区和 沿来估计技术效率前沿的思路 ’ 不少学者后来
各地区内部服务业存在 明 显区别 。 刘兴凯 、 张 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改进 。 本文使用的是 由

诚 (
④ 使用非参数的 指数方法 等 ( 提出 的基于产出导 向 的规模收益可

测算 年我国 个省服务业全要素生

产率变动情况 ’ 然后对地区 间服务业的全要
① 杨勇 ：

《 中醒务业全要素 生产率 测算 》 , 《世界 经济 》

生产率的差距进行 了统计性检验 。 孙久文 、 年 年第 期 。

猛 (
⑤ 运用非参数的 指数方法 ② 原毅军 、 刘浩 、 白楠 ：

《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

醇 年中国 个省服务业的全要素
指数方法研究 》

’
《 中 国软科

生产率值 , 得出 中 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 ③ 杨向 阳 、 翻 ： 《 中 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

年均 的速度在下降 , 但下降速度有放缓趋 析 》 , 《经济学家 》 年第 期 。

势 。 这两篇文章研究的不足之处都是没有涉及
④ 刘兴凯 、 张诚 ： 《 中 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及其收敛分

湖人早 九 疋心 疋汉书 汉
析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各地区服务业各行业间 的异质性 以及服务业发 ⑤ 孙久文 、 年猛 ： 《 中 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 度与空间差异

展规律的考察 , 而这是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 分析
一基于非参数 指数方法的研究 》 ,

《山西

率的很重要的因素 。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

⑥
,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 上 , 本文试图在时 间和
。 。

空间两方面进行拓展 ： 研究年份拓展为 年

年 ) , 从而能更深刻地反 映改革开
⑦ ■

,
’ ’

一
丄

放至今我国服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规律 、

。

分解特征及地区差异因素 ； 研究省份扩展至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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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的 模型 。 该模型的 主要思想为

线性规划 的最优化理论 , 通过构建基于线性空

间的距离 函数 , 将搜集到的 同一时期各经济体 (

生产行为 的观察值代人距离 函数中 , 再由线性 可以 进一步分解 为效率变化指数

规划分析技术 , 度量各个经济主体相对于最优 和技术进步指数 两个指标 。 , 表明决

产出前沿的相对效率 。 当技术效率值为 时 ’

策单位的生产更接近生产前沿面 , 相对技术效

说明在该投人配置下实现 了 最大产 出 , 代表最 率有提高 。 〉 , 说 明生 产前沿面出 现
“

向

优的技术 ；
如果技术效率小于 , 则说明不是该 上

”

移动现象 , 技术 出 现进步或创新 。 其中 ,

投入下的最大产 出状态 。 距离最优状态越远 ,

效率变化指数又可 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

技术效率值越低 。 指数最初作为
一

种 芒
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 如 ( 式所

消费指数被提出 , 等 (

①
将其应用 示 。 更加详尽的分解推导分析过程可参见

到效率的研究中 。 该指数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两
沈等 。

②

个不同时间段距离生产前沿的比值来刻画该时 。 ；

° ,

间段内效率值的变化 。 ； ；

基于产出导向 的 生产率指数可
’

’ ； …
丨

, ；
？

表示为 ：

邙 二
) 数据处理

议 为构造的距离 函数 , 下标 表示基于产 本文选取 年省际面板数据 , 包

出 , 和 分别表示投人和产出 。 。 括我国 个省市 自治区 。 重庆 年划为直辖

和 议 表示以 时刻生产效率前沿 市 , 以前归入四川省 , 笔者通过査阅历史文献

为标准的 和 时刻的产出距离 函数 。 ( 和各市区的统计年鉴 , 将 年前重庆市的数

式测度 时期 的技术条件下 , 从时期 到时期 据单独査出列入研究 , 并从 四川省 的数据中扣

全要素生产率的 指数变化 。 除重庆市 , 得到完整的 年重庆市的数据及可

距离函数的含义是 ： 在给定要素投入向量 比的四川省数据 。 海南和西藏两地数据 国 家和

乂 的情形下 , 所能得到 的产 出 省级年鉴中缺失较多 , 笔者通过査找两地各主

最大值 , 表示如下 ： 要地市年鉴进行加总得出大量数据 , 但仍有五

。 年数据缺失 。 对于缺失数据使用
“

其中 , 表示所有可行的投人产出 向量的组
”

无季节模型 进行指数平滑和预测 , 并对

合 , 生产前沿则表示在每
一个给定投入下的最 已有数据与用该法预测的数据进行比较和统计

大产出 向量所构成的子集 。 当 ( 乂 ’
检验 ’ 均在 的精度下统计显著 , 从而得到完

时 , 。 , 当且仅 当 (乂 , 位

于生产前沿边界时 , 邙 工、 , §口意味 ① ,

必 白丄上“士

着在给定投人下取得了最大的产 出 。

,

同理 , 若测度 时期 ( 的技术条件下 ,
,

—

从时期 到时期 ( 生产率指数 ② ’ ,

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 可表示如下 ：

’ ,

研究中常采用 ( 和 ( 两式的几何均 ③ 这种方法适用于具有线性时间趋势但无季 节变 化的序列 。

估 暂 、士 水
与双指数平滑法

一

样 , 这种方法以线性趋势进行预测 , 但
值计算这两个时期的 指数 , 即 ：

不同的是 , 双指数平滑法只用一个参数 , 而该法用两个参

, ；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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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数据 。 率和投资缩减指数 。 其具体处理方法借鉴张军

产出指标 (
② 的算法 , 这里不再赘述。

本文采用全 国及各 地区的第三产业生产总
—

值作为衡量产 出 的 指标 。 数据来源于 《新中 国
二 、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 和
“

知 网
”

的
“

年龍
下文以 卩 年我国 个省市 自 治区

据库
”

, 其中 ’ 麗 年的数据均选顧家
的均衡面板数据为基础 , 糊 软件 ,

统计局第二次普查修 后 的細 。 为保证麵
細基于产 出 导向随模收益可变 模型 ,

具有■性 ’ 所有数据 年为 进彳 、

测算我 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浦况 ,

一

试图从生产率角度 出发 ,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
入胃

国服务业发展的规律性特点和突出 矛盾 。

投入指标包括两个 ： 方动投人和资本投入 。
—

选择劳动投人指 , 考細細的现实国情 ’

产业经济理论糊际经验表 明 , 服务业 的

决定采用全■各舰 的 三产业从业人難
起是产业结髓变随雜趋势 , 服务业 的

为衡量指标 。 是 为若細 劳动收 作浦
拐点是工业化 巾后膝会经济发励重要 临界

■度 比较上 的较大 偏差 ’ 我
点和关节点 , 是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转 向后工业

收入分配制度
一直不尽合理 , 虽 然近些年有所

胃 。

改善 , 但离完全市场化决定 还有
一

定距离 。 二

是采用劳动者人数作浦量指标不会有太大偏

差 , 虽然近年来劳动 者素质提升较快 ： 劳 动质

量相比前几十年有很大提高 , 但劳动时 间和劳

动强度在减 少 , 两者有
一

定相抵 , 投入指标的
：

一

※据 于 《 中 国 六十￥统 编 》 和”

服务 业生产总值 占 比率 ( 单位 ：

知网
, ,

年鉴数据库 。

服务业从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比率 ( 单位 ：

资本投人用各地区 的第 三产业全社会 固定 图 可 看出 , 服务业在我 国 国 民经济 中 发

资产投资资 本存量来衡量 。 笔者详尽查 阅 《 中 展滞后 。 年改革开放初期 , 服务业生产总

国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 和
“

知 值占 的 经过 年 的发展 , 服务

网
”

年鉴数据库分时段获取 了绝大多数 的指标 业所 占 比重虽有提升 , 但幅度不大 , 到 年

数据 , 然而 , 仍有些地 区某些年份的数据缺失 。 这一比重才达到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比

为此 , 笔者通过査 阅文献和书籍 , 在借鉴
一些 重最高时才达到 , 这两个指标值低 于世

较典型处理方法基础 上 , 选用永 续盘存法对缺 界 同期平均水平 个百分点 以上 , 更是远低于

失数 据进 行估算 , 该 法最 早 源 于 发达国家 ( 同期发达 国家的这两个指标值均在
① 的研究 。 即 本期的 固定 资产投资 的 资 以上 )

。 可见 , 我国 的服务业发展依然任重

本存量等于上
一

期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存量加 而道远 。

上 当年新增 资本 投 资 , 再减去折 旧
, 用 公 式

表 ：

—

其中 ： 和 ！
！分别表示 期 和

—

期的 ① ,

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 , 表示 期的 固定 资产 。

新增资本投资 , 表示 期折旧率 。

°
’ ’

一

式 的计算 中 涉及 四个基本 数据 ： 基期 ② 张军 、 吴桂英 、 张吉 鹏 ： 《 中国 省 际物质资 本存 量估 算 ：

固定资产投资 、 当年新增资本投 资 、 资本折 旧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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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及其分解 (

年份 年份

表 可看出 , 年间 , 我 国服务业技术效 素生产率等指标呈现负增长的情况 多于正增长

率指标值呈现负增 长的有 年 , 占
一

半 以上 , 情况 。

且近十年 中有九年负增长 。 规模效率呈现负增 通过再次计算五个指标的方差值可看 出 ,

长的有 年 , 刚超过
一

半 ,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 年间 , 波动幅度较大的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

年 , 规模效率有 年为正增长 , 说明那时服务 步 , 而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波动 幅度较小 ,

业的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 以扩大投资 、 加大规 纯技术效率对于技术效率的贡献则 明显超过规

模为主要增长动力 。 最近几年 国家一直大力倡 模效率对技术效率的贡献 。 在全要素生产率增

导经济结构 的转型升级 , 在服务业领域规模效 长的年份 中 , 技术效率的贡献总体上超过技术

率为正的情况比较多 。 进步 , 在生产率各分解指标中增长最快 , 而技

技术进步为正增长的有 年 , 超过一半 , 纯 术进步 的增 长则滞后于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 。

技术效率为正增长的有 年 , 未达到
一

半 , 说明 说明改革开放以来 , 我 国服务业的技术效率提

我国的服务业发展仍未达到与技术的融合互促 。 高很快 , 但技术进步并不明显。

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增长的有 年 , 刚刚达到
一

(

二
)
空 间维度分析

半 。 总体上看 ,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服务业技术效 表 列 出 年 , 我国各省服务业

率 、 技术进步 、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和全要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四个分解指标值的平均值。

表 各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均值 (

省份 省份

北京 湖北

天津 湖南

河北 广东

① 注 ： 、 、 、 、 分别代表技术效率 、 技术进步 、 纯技术效率 、 规模效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 。 全要 素生产率

等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乘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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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省份

山西 广西

内蒙古 海南

辽宁 重庆

吉林 四川

黑龙江 贵州

上海 云南

江苏 西藏

浙江 陕西

安徽 甘肃

福建 青海

江西 宁夏

山东 新疆

河南

由表 可看 出 ,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 正增长 ( 即三地区 增长均值 、 技术进步变

异比较显著 , 按 照各省服务业 的平均发展水平 化 、 技术效率变化均值均大于 相比较而言 ,

和发展潜力 , 根据上表数据可以大致分为 四个 西部地区的 增长均值最大 , 东部次之 , 中部

层次 ： 第一层次是北京 、 上海 , 表 中 只有这 最低 ； 同时 , 西部地区 值的标准差与变异系

两个城市的 四个指标值均大于 , 即四个指标 数也最大 , 说明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差距相较

年来的均值全部处于正增 长状态 , 他们也是 国 其他地区更大 , 发展水平更不均衡 。 单从三个指

内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 、 服 标的变异系数这一列来看 , 西部地区数值普遍高

务业体系最完善 的地区 。 第二层次是天津 、 江 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 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相对最

苏 、 浙江 、 广东 、 山 东 、 内 蒙古 , 四个指标 中 低 , 这可从经济地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 自改革开

有三个均处于正增长 , 这些地区 ( 内蒙古 除 放以来 , 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 , 像北京 、 上海

外 ) 经济相对发达 , 地区产业体系 比较完善 ,
这样的直辖市和广东 、 江苏这样的工业大省 , 服

服务业对工业 、 对民 生的支持 比较充分 。 第三 务业发展在全国遥遥领先 , 对东部地区其他省市

个层次是河北 、 山 西、 辽 宁 、 黑龙江 、 安 徽 、 服务业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的外溢效应和范围经济

福建 、 河南 、 湖北 、 湖南 、 重庆 、 云南 、 西藏 。 效应
；
西部地区由于国家实行

“

西部大开发
”

战

就服务业发展水平而言 , 全 国处于这个层次的地 略 , 政策上有很大的倾斜性 ,
四川 、 重庆 、 陕西

区是最多的 , 大多是中西部省份 , 这是未来中国 等省市利用 自身的地理优势和特色 , 逐渐在服务

服务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 需要花大力气来转变这 业发展领域同宁夏 、 新疆 、 甘肃 、 青海等省区拉

些省市服务业的发展结构 , 加强集聚效应建设 ,
开了较大的差距 , 所 以西部地区变异系数是最

扩大中心城市 、 省会城市 的辐射效应 。 第 四个层 高的 。 从时 间轴 的角度看 , 东 中部之间 、 东西

？欠是吉林、 江西、 广西、 海南 、 四川 、 贵州 、 陕 部之间 以及 中西部之间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的

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在表 的统计中 绝对差距、 相对差距均在不断扩大 。 这点非常

这些地区仅有
一

个指标值大于 ,
且大多是规模 值得关注 , 非均衡发展策略是改革开放初期我

效率值大于 , 这些地区既是我国经济水平较不

发达地区 , 也是 务业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 ① 内蒙古之所以能跻身这一层次 ,
主要 由于该地区服务业 发

本文用标准差测度服务业生产率的省际绝对
展起点非常低 ’ 几十年来国 家出台许多援疆政策 ’ 内蒙 古

差异 ’ 用父异系数衡里其相对差异。 从表 可看
加工把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 大力发展起来 , 减 少

出 ,

—

艮务业劳动生产率均呈现 消费性服务业购买力 的流失 , 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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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家战略 , 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 , 这种 于中部 、 西部地区 , 中部地 区的技术进步和技

不均衡的
“

度
”

就值得慎重把握了 , 否则经济 术效率值不仅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 甚至近十几

落后地区就会陷人低水平发展的恶性循环 中 。 年来也低于西部省份 。 服务业下
一

步的发展振

年来 , 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领先 兴需要多多扶持中部省份 。

表 分地区①服务业生产率描述性统计表 (

东部地 区

增长 技术进步变化 技术效率变化
年份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中部地 区
“

增长 技术进步变化 技术效率变化
年份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西部地 区

增长 技术进步变化 技术效率变化
年份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中部地区 , 应该发挥 自 己独特的承东启 西的区
、 夂

位优势 , 利用 自 己在能源及交通运输枢纽等方

制度创新
胃

梳理服务业发展在市场 准入 、 信用 制 度 、

构建沿京九线 、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服务经济聚

税收 、 金融等方面的制度 , 完善服务业发展的
躯

； 充分发挥中心省会城市对周 中小城市

科技支撑体系 , 深化儲、通信技术的輔与运

用 , 細服务业发财会有更大 的飞跃 , 技术
—

效率才有可能得舰著的提升 。

二
) 加强驗細集聚化建设

先优势 ,

服务业的发展对于 区域结构调整具有重要

的价值 。 大 中型城市是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
。 ⑶
① 文 中东部包括 ： 北 、 天津 、 河北 、 辽 丁 、 上海 、 江苏 、

间载体 。 要促进大中 型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与
浙江 、 福建 、 山东 、 东 、 赚 ； 中部包括 ： 山西 、 吉林 、

周边地区及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 、 协调发展 。 黑龙江 、 安徽 、 江西 、 河南 、 湖北、 湖南 ； 西部包括 ： 内

各个地区的服务业发展要突 出 自 己 的优势 蒙古 、 广西 、 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 南 、 西藏 、 陕西 、 甘

和特色 。 比如 , 服务业效率
一

直比较不理想的 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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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作用 , 大力推进东部地区服务业的对外 点更高 , 发展更快 。 积极参与服务业的全球化

开放水平 , 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
竞争 , 适应世界潮流 , 分享全球化的红利 , 有

率先加强现代服务业的建设 , 在服务业制度创 利于实现我国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

新和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 在以后的发

展中先行先试 , 推进京津冀 、 长江三角洲 、 珠 胃
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的

一

体化建设 。

…

西部地区则应继续加大开发力度 , 充分发 服务业是我 国 未 来发展的 新增长点 ,
改善

挥该地区服务业在资源 、 旅游 等方面的优势 , 服务业生产 率是我 国 发展服务业 、 促进第 三产

转变服务业的发展结构
；
大力推动西部地区的 业健康发展 、 推动 产 业 结 构 转型升级 的 关键。

教育事业发展 , 培育大量服务业领域的人才 ； 王婧 同 学 的论文运 用基于 生产 率指

对于边疆地区 、 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服务业 数的 方法 , 测 算和分析改革 开放至

要加大扶持力 度 , 开展多种形式的对 口 支援 ； 年我国 个省 市 自 治 区 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广西北部湾 、 宁夏沿黄 、 藏 中南 、 关中一 变动 。 该文参考文献 引 用 适 当
, 数据来 源和 处

天水 、 兰州
一西宁等经济 区的集聚发展优势 , 理可靠 ’ 计算过程和结 果可信 , 研究结果和发

促进生产要素 的合理流 动 , 以集聚 区为主要载 现有
一定参考价值 。 我愿意推荐该 文在 《 中 国

体推进西部地区服务业再上一个台阶 。 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 院学报 》 发表 , 鼓励年轻学
三

)
积极参与服务业的全球竞争 者进行实证性学术研究 。

我 国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服务业的跨

越式升级 。 历史证明 , 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技术 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数量

革新和产业大变革 中面临新的机遇 , 通过学习 、 经济与技术经济 系数量经济学 专 业

模仿和 国际合作可 以大大加快发展与升级的进 级博士研究生

程 。 服务业全球化与外包 的 巨 大外溢效应 , 将 ★任编 何

使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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