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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高技术服务业 影响制造业

效率的实证研究

——

基于面板数据

荆林波 华广敏

【提 要 】 高技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与 高新技术产 业相 互融合发展的 产物 , 具有广泛

的产 业关联性 , 对制造业效率影响 日 益重要。 本文利 用 中 国 年 个省 市 面板

数据对中 国 高技术服务业 对制造业效率影响进行分析 。 结果显 示 ： 由 于高技术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支持 了 大量的代工企业 , 高技术服务业 并没有提升 中 国 国 内 制造业效率 ,

相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中 国应 有效承接高技术服务业 国 际转移 ,
促进制造业和 高技术

服务业融合发展 , 充分发挥产 业 间溢 出效应 , 有效提高 制造业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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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偏低 , 尚不能为 国内相关产业有效地提供服
—

、 弓
务和技术支持 。 中 国应顺应全球制造业服务化

经济全球化的減減技報务业的錢
入 ’

加快了世界范围 内产业结构调 整的进程 。 新
提升服务业竞争能力 , 拓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

轮的产业结构调整 以技术为先导 、 以服务为■
探讨中国高技术服务业 对制造业效率的作

点 , 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服务业的发展模
对于■中 国服务业的发展 ’ 提高

式 , 祖 日 益深刻地影响着各 国经济 、 , 业
关产 和竞争力 ’

发展方式 , 成为决定各国 国 际竞争力 的重要

素 。 高技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

业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 , 具有广 泛的产业关联

性 , 在产业链中对上下游产业有较大的影响力 、

’

‘ 置斑 … 丄 和 置汩 秋八 口 扮 丨 刀 、

化项 目
, ,

和
“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青年项 目 《 高

辐射力 , 对提高制造业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具 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 内生 机顏 究 》 ( 批准号 ：

有重要影响 。

”

的阶段成果 , 同时感谢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

目前中 国信息传输 、 科学研究等服务业 比 流通体系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课题
“流通模式转型 与创新

”

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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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下标 代表省份 , 代表相应的年份 。

— 、 文献综述 和 … 分别表示其他没有观测 到的行业 因素的

世纪 年代后 , 随着西方国家服务业的
胸 ’ 中 服从■机分布 ’ 《 是只与行业相

发展 , 些学者开射服务业 自 由化与制造业
巾—

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 研究发现 , 服务业外商
离

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
；

,

②
① , ,

“

③
,

④
。

近年来 , 国 内学者 的研究也得出 相同结论 ( 庄
,

娟 、 贺梅英 , 陈景华 , 。 ② , , , , ,

有学者从服务业整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

制造 业 效 率 的 影 响 (
,

；

⑦ 。

”

,

§ § , —

⑨ 罗 立 彬 ,

⑩ 魏 作 幕 、 余 颖 ,
③ ,

, 有学者贝！ 从产业关联角度研究服务业
：

仙 ,

与制造业效率间关系 (
, 王

昆 、 廖涵 , 孙江永 , 覃毅 、 张 ④ ’

世贤 , 。 大多数研究认为 艮务业 自 由 化
：

改軸放松管制有利于促进相关产业部 门尤其 ⑤ 业 外商餓■舯 国经济增

是下游制造业部门 的生产率增长 。 长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 , 《世界经济研究 》 年第

目前关于高技术服务业 的研究大都集 中于
。

陈景华 ： 《承接服务 业跨国转移的效应分析
■

一理论与 实
碰木服务业 自 新功難经肺动 应 ,

证 》 , 《世界经济研究 》 年第 工 期 。

但很少关注创新功能和带动效应的理论机制 。 ⑦ , ,

本文利用中国 年 个省市的面

板数据 , 分析 中 国高技术服务业 对制造业
— °

效率影响 。 ⑧ ,

”

三 、 研究方法及数据的选取 ,

⑨ , ,

在分析面板数据时 , 通常有混合效应模型 、
‘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二种 。 二种方法
⑩ 罗立彬 ：

“

服务业 与东道国制造业效率
”

, 中国社会科

的回归方程女口下 ： 学院研究生 院 年博士学位论文 。

？
魏作磊 、 佘颖 ： 《生产服务业 对中 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

丄 丄 丄 丄 响研究 》 ’ 《 国际经贸探索 》 年第 期
—

’ ：

”

,

固定效应模型
—

几 丄 丄 广 丄 丄
⑩ 王昆 、 废涵 ： 《国内投人 、 中间进 口与 垂直溢出 》 , 《数

￡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孙江永 ： 《产业关联 、 技术差距与外商直接投 资的技术溢

随机效应模型
出 》 ’ 《世界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丄 丄 丄 丄 ⑩ 覃毅 、 张世贤 ： 《 对中国工业企业效率影响的路径
——

基于中 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 , 《 中国工业经济 》

氏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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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的主要变量说明如下 ： 服务业 、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额 、 第二产业增

制造业效率 ( 不同的研究对制造业 加值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进行了价格平减 ,

效率指标的选取也不同 。 国外的研究常用的指 在进行实证检验前 , 先将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

标是产出 率 ( 增加值 产值 ) ( 、 理 ( 即变量减去均值 标准差 。

劳动生产率 ( 行业总产出 就业人数 ) (

入

和用数据包络分析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

估计的技术效率 (
, 等 。 为

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必须选择合适随型 ,

能够客观度量中 造业的鮮水平 ’

本文先糊 检验赚混合 模赚固定效

选取中国 个省市的工业增加值 从业人员年
应模型 ； 然后糊 检验比较固定效应

平均人数来度量制造业的效率 , 数据来源于国 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

家统计局数据库 。 表 显示面板模型 检验统计量对应的
高技术服务业 ： 考虑到数据的 值趋近于 , 故拒绝混合模型 ； 而个体随机效应

可获得性 , 本文选取了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 的 检验值 , 在显著性 水平下拒绝
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査 随机效应模型 , 因此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
业代表高技术服务业 , 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商 合适的 , 并根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进
务年鉴 、 各省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等 。

⑤

中国制造业效率除了 可能受到髙技术服务 高技术服务业 与制造业效率之间呈负
业 影响外 , 还要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 ,

相关关系 。 高技术服务业 每提高 个百分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 ：

点 , 制造业效率将降低 个百分点 , 说明
资本投人 ( 资本投人用规模以上工业 高技术服务业不仅不能提高 国 内 制造业效率 ,

企业固定资产来代替 , 中 国 制造业
一

半以上是 相反还会对国 内制造业效率起到抑制作用 , 其
加工业务 , 大多依靠机器设备来提高制造业劳 可能原因是 , 尽管我国大量引 进外资进人高技

动生产率 ,
而机器设备的 引进则主要体现为 固 术服务部门 , 但高技术服务业 在中 国基本

定资产净值 ,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数据来源于 国 上是为外资企业服务 , 对国 内 制造业提供的服
统计局数据库工业数据 。 务很少 。 而外资企业非常重视对关键技术 的控
工业发展水平 ( 工业发展水平用第

二产业增加值来代替 , 是
一

国 制造业效率提高
① — ,

難
,

的重要指标 ,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
”

,

外商直接投资 (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 , , , ,

—

中国制造业效率具有相 当重要的影响 。 国 内制
而 丨

,② ：

造业通过吸收外资 , 迅速增加资本和技术存量 ,

提高制造业效率 。 外商直接投资指标用外商投 ,

—

资企业投资总额 ( 百万美元 ) 来表示 , 数据来
而③ , , , ,

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
：

, ,

,

技术创新 ( 创新能力 日 益成为 国家 ’ ：

—

竞争力的核心 。 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 国际竞
‘

八 广 。。 年及以后年份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执行 《 国 民经济行业

争力 、 改变产 结构和 国 际分工 , 提高止业 ；

分类 》 ( 年以前地 区生产总纖

作的效率和效益 。 本文采用 国 内专利 申 请授权 据执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 。

量作为技术创新指标 , 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
⑤

省掉西藏 自 治区 、 新疆维吾 尔 自治 区数据 ； 对于其它 省市

缺省数据暂时用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乘以第三产业增加

为了 消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 , 本文对高技术 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来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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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只让中方参与简单的组装加工 , 国内制造 呈负相关关系 ,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每提高 个

业在技术 、 服务等方面获得的溢 出 效应极少 。 百分点 , 制造业效率将降低 个百分点 。

高技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 支持的代工 这主要是由 于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 下 , 发展中

企业越 多 , 制造业效率 越不 能得 到 有效 的 国家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 随着开放程度特

提高 。 别是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扩大 , 并没有为发展中

表 三种模型的估计结果 国家带来更多的溢出效应 。 本研究支持了姚洋

模型 ⑴ 模型 (

和张晔关于我国 出 口 加工贸易 切人 了高技术产
解释变量

面定效应模 随机效应模型 混合 翻
业的低端环节的结论 。

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效率影响 不显著 , 可
—

“
— —

…

■ 能是 由 于 ■ 申请授权尽管在不 加 ,

但专利研发成果不能完全投人到企业运 营 中 ,

° °

因 而不能有效降低 成本 、 提高 生产效率 , 所

— — 以 国 内 专利 申 请授权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并不
… “ ‘“

五 、 政策建议
一

基于对高技术服务业 对中 国制造业效
“

°

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

沾从
一

) 扩大局技术月艮务业开放 、 优化产业结构

常数项
° ° ° 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

° °
关键瓶颈在于服务业发展落后。 我们必须适应

新一轮 以全球化为主要驱动力的服务业发展趋

— 势 , 扩大高技术服务业市场开放 。 在承接国 际
“

产业转移中 , 我 国应对具有高成 长性和较大
— “

市场空 间而又 缺乏技术优势的服务产业 , 加

大吸 弓 外资 的 力度 , 切实提高我 国 高技术服

检验 (
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国 内制造业 的技术支持 。

注 二分别表示在 平上显著 。

吸引外资更多地进入 电信 、 计算机服务 、 软

件服务业 、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等服务领域 ,

资本投人
鼓励外资对 制 造业的市场参与度 , 将参

向效应 , 资本投 籠高 个百分点 , 制般
肖■全靴 与培賴务侧生增长创新能

巾
力有机结合 , 提升 国 内 产业竞争 力和 制造业

国制造业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人越多 , 劳动

■胃
’

(
二

)
承接高技术服务业技术转移 、 提高创

工业发展水平对制造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正
力

应
二

且 第二产
令
增

？ 我国应积极承接高技术服务业国际转移 ,

°

鼓贿技术服务业跨国公司加大对我 国进行投
为制造业效率提高的过程也是工业化逐步推进

和发展的过程 , 较高的制造业效率水平 常常对

应看较高的严业增加值。

究一来 自全国及江苏省 、 广东省的证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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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水平与制造业效率之间 学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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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 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其向我国转移关键技术 , 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融合 。 为此 ,
我 国政府需

不断提高承接转移产业的技术层次 , 逐渐由单 要制定合理的规制政策 , 将促进高技术服务业

纯鼓励外商在华投资设厂转变 为鼓励跨国公司 与制造业 的政策 由 单一政策变 为协同 政策 ,

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 使我 国逐步由跨 国公司的
一

方面要大力推动 咨询 、 信息 、 科学研究 等
“

加工基地
”

向
“

研发中心
”

转变 。 同时要切实 高技术服务业 的投资和发展 , 促进服 务

增强我国相关产业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和吸收能 业 内 部结构 高级化 ；
另 一方面要通过发展 高

力 , 把国际产业转移中 的技术引进与 自主创新 技术服务业 , 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

相结合 , 形成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 推动第
一

产业 、 第二产业 以及服 务业 内部 其

新 , 从而促进我 国高技术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并 他传统产业 的优化升级改造 , 促进经济 结构

发挥其对相关产业效率的促进作用 。 整体优化 。

三
) 促进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融合 、 提

高制造业效率 本文作者 ： 荆林波是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 中 国

由 于外资主导和落后的发展模式 , 我 国 内 社会科学评价中 心 副 主任 、 研究 员 、 博

生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际上处于
“

低 士生导 师 ； 华广敏是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财

效均衡
”

状态 。 我国要实现制造业发展道路和 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结构 的升级 , 必须打破
“

低效均衡
”

,
促进制 责任编辑 ： 何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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