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Vol.26  No.11
NOV. 2010  服 务 贸 易

中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1984～2008

易行健

成    思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基金项目：

广 东 省 自 科 基

金项目(71073032)；广

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

(201079)；广东省社科

基金项目(09E-22)；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

服务外包研究院项目

(FWWB0903)与“211工

程”建设项目(200914)

作者简介：

 易行健(1974-)，

湖南湘乡人，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与国际经济

贸易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宏观经济学与应用

数量经济学。

摘　要：文章利用我国1984～2008的年度数据对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选取的多维变量中得到代表变量信息的主要因素，以消除多变

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再利用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

对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对服务贸易出口和

进口均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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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使对外贸易成为推动

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服务贸易

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十分迅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获得了

较大的发展，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5.36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60.3亿

美元，增长了67.5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在这26年间由20.24亿美元增加到1471.1

亿美元，增长了近72.7倍，并且其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64%提高到

3.8%，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5位，进口排

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5位。然而，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的

发展水平，同时我国服务贸易自从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表现为持续逆差且呈现扩

大的趋势。为了适应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形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有必要大

力发展服务贸易。因此，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本文拟对影

响我国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开始于传统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Deardorff(1985)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服务贸易的发展。后来国外学者

进一步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的决定，比如Jones等(1990)运

用“服务链”来探讨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

下，生产过程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服务链”，同时“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

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Porter(1990)的竞争优势理论

也被引入国际服务贸易的研究领域，分析服务贸易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在联系，指

出服务贸易将给厂商甚至贸易国带来强大的竞争力。

国外学者对于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如Bhagwati(1984)

把34个国家根据人均收入分为6组，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越

高，则劳动力回报与资本回报的比例就越高，即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服务成本高，

而资本密集型服务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则相反。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

型服务贸易领域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有优势。Hoekma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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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senty(199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分析了

不同收入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结论表明

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在服务贸易上拥有

较大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也引起

学者们的关注。Hardin等(1997)指出FDI在服务贸易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把FDI在服务贸易相关产

业股票和流动市场上的价值算上，其对服务贸易的

推动作用将会更大。Markusen等(1999)指出由于服

务的不可贸易性或者贸易的高成本，外商直接投资

是在国际间进行服务交换的最好方式。Hoekman和

Primo Braga(1997)阐述了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的重要

性。他们指出在电信业中，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提

高服务的可贸易程度，使得信息集中的服务活动的

生产和销售变得便利。Tori等(2001)利用美国和其27

个贸易伙伴的数据分析了贸易额、主权信用评级和

汇率三个因素对美国银行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显

示较大的贸易额和较高的主权信用评级会减少美国

银行服务的出口，而汇率市场的压力会增加美国银

行服务的出口。Denise等(2006)在一个标准的CGE模

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的服务部门，指出服务贸易自

由化可以产生正的竞争效应、产品种类多样化的效

应和服务部门效率提高的效应。综上可知，国外学

者主要关注要素禀赋和某个因素对于服务贸易的影

响。

（二）对我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相

关文献回顾  

韩军(2001)研究了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

势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决定一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

势的因素除了自然资源禀赋外，最根本的因素是该

国的人力资本状况。李静萍(2002)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货物贸

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赵景

峰等(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对中国服务贸易发

展现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

资、货物贸易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服务

贸易总量增长有促进作用。李杨等(2008)得出国内

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发展规模这两项因素

与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赵明亮等

(200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货物

贸易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对服务进出口额有显著

正影响。陈文婷等(2008)选取服务业发展水平、外

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科

学技术投入、货物贸易额、城市化水平、汇率这些

变量研究它们对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结果表明

货物贸易、科学技术投入对服务贸易出口额有正影

响且影响较大，其他因素也都有正的影响，但是

汇率与服务贸易出口负相关且影响不大。殷凤等

(2009)利用1990～2005年14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

采用Panel Data回归分析方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

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

收入、商品出口额、服务开放度和国内对服务业发

展水平对服务进出口均有显著正效应。本文将尝试

选取多个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利用实证检验全面考

察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从而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

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我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实

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利用我国1984～2008年的年度数据，数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IMF

数据库以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中心的数据库。本

文拟引入多个变量以全面考察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

因素，因变量为服务贸易出口额(SE)和服务贸易进

口额(SI)。选取的自变量有：人均国民收入(X1)、货

物贸易出口额(X2)、货物贸易进口额(X3)、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X4)、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X5)、国内

服务业发展水平(X6)、人力资本(X7)、服务贸易开

放度(X8)和汇率(X9)，共9个解释变量。所有变量的

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的均利用历年人民币兑美元的

平均汇价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利用定基比消费价格

指数将SE、SI、X1、X2、X3、X4、X5折算为实际余

额，其中定基比消费价格指数是根据2009年《中国

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比价格

指数换算而得，换算后以2000年为基期。 

1.人均国民收入(X1)：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

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这不仅会促进国内

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引致服务进口，所以选取该变量

分析它对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

2.货物贸易出口额(X2)和货物贸易进口额(X3)：许

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产生的，货物贸易的

发展会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李静萍，2003），所以

选取该变量来衡量国内货物贸易规模。

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X4)：基于外商对我国

进行直接投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促进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因此选取该变量来分析其对服

务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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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X5)：国内对服务业的

投资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国内关于该因素对

服务贸易的影响的研究很少，故本文将国内对服务

业的投资也选作一个影响因素，但由于这方面的数

据无法获得，故用该变量来代替国内对服务业的投

资。

5.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X6)：一般用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来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出于数

据的可得性，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来代替服务业增加

值。服务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提供服务的能力，

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其在服务贸易竞争中就越有

优势，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6.人力资本(X7)：用高中及以上学历在校学生人

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人力资本状况。服务贸易

发展的趋势是由传统服务贸易（劳动密集型）向知

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发展，所以推测人力资本

是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

7.服务贸易开放度(X8)：一国的服务业市场进入

限制越多，壁垒越严格，开放程度越低，表明这个

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落后，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没

有丰富的国际竞争经验。这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保护国内服务业的作用，但是限制壁垒使得外国

的服务很难进入到本国市场，因此会对服务贸易产

生抑制作用。故选取服务贸易开放度来分析制度因

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开放度由服务贸易

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

8.汇率(X9)：和货物贸易一样，服务贸易中也涉

及货币支付，汇率作为两种货币之间的价格比，有

可能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本文拟选取人民币实际

有效汇率指数为指标来分析汇率因素对服务贸易出

口和进口的影响。

（二）主成分分析 

由于本文所选的变量较多而且各变量之间可能

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在回归之前先利用主成分分

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控

制异方差，先对SE、SI、X1、X2、X3、X4、X5、X9

进行对数变换。

1.相关性检验：对9个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

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确

实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2. 主成分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X9与其他解释

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对除X9外的解释变量进

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和表3。在表2

中，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大于1且其方差累积贡献

率达到了87.836%，因此，选取第一主成分来代替

原来8个解释变量的信息。进一步，根据表3主成分

系数矩阵，可得第一主成分表达式为：

F1=-0.34*X1-0.375X2-0.372*X3-0.344*X4-

0.373*X5-0.352*X6-0.323*X7-0.347*X8

其中F1代表第一主成分，其包含了除汇率以外

的8个解释变量的信息。

（三）回归分析及协整检验  

先对SE、SI、F1、X9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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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4。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SE、SI和X9在1%显著

水平下是一阶平稳的，F1在5%显著水平下是是一阶

平稳的。 

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进行协整分析，第一

步选取第一主成分F1和X9一起分别对SE和SI进行回归

分析，实证结果见（1）式和（2）式；第二步对方

程（1）和（2）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5。由表5可知，两个方程的残差在1%的显著水平下

拒绝单位根假定，即两个方程的残差都是平稳的，

表示SE和F1以及X9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SI

和F1以及X9之间也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SE=-3.747 - 0.664·F1+0.19·X9                                     (1)

      （-7.475*）（-48.873*）     (2.032*)

R2=0.993，调整后的R2=0.992， D.W.=1.981              

SI=-5.376-0.777·F1 + 0.332·X9                    (2)

     （-7.033***）（-37.512***）    (2.323**)

R2=0.988，调整后的R2=0.987，D.W.=1.406         

注 ： 括 号 里 是 t 值 、 * 、 * * 、 * * * 分 别 代 表 在

10%、5%，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为了定量分析每个指标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方式

和程度，因此，进一步地，将第一主成分F1的表达

式代入方程(1)中，可以得到各个解释变量与SE的回

归方程，如(3)式所示；同样将F1的表达式代入方程

(2)中，可以得到各个解释变量与SI的回归方程，如

(4)式所示：

SE=-3.747+0.226·X1+0.249·X2+0.247·X3+

          0.229·X4+0.248·X5+0.233·X6+0.214·X7+

0.23·X8 +0.19·X9                                               (3) 

SI=-5.376+0.264·X1+0.291·X2+0.289·X3+

         0.268·X4+0.29·X5+0.273·X6+0.251·X7+

         0.269·X8+0.332·X9                                     (4) 

（四）结果分析 

1.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由(3)

式可知，本文选取的9个解释变量与服务贸易出口

额均呈正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人

均国民收入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会增加

0.226%，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出

口，这解释了在许多发达国家，其服务贸易出口额

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往往较大的现状；货

物贸易出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会增加

0.249%；货物贸易进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

口额就会增加0.247%。这表明货物贸易的发展确实

会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这与其他学者得到的结论

一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提高1%，服务贸易

出口额就增加0.229%，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给我国服

务业带来知识和先进技术，同样使我国服务业面对

外来的竞争压力，这些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

重要作用；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每提高1%，服务贸

易出口额就会增加0.248%，这说明国内对服务业的

投资会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增强其供给服务的

能力，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每

上升1%即人民币升值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增加

0.19%，这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服务出口。

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

出口额增加0.233个百分点（本段所讲的百分点是指

绝对量的变化而非百分比的变化）。这表明随着服

务业的发展，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会增强。人力资

本的半弹性反映了高中及以上学历在校人数占总人

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出口额增

加0.214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向资本、技术及知识

密集型转型，人力资本成为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

素。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贸易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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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

导致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0.23个百分点，说明服务

市场的开放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2.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影响因素的分析。从(4)

式可以看出，9个解释变量对服务贸易进口额均有

影响，且呈正相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人均国民收入每提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

0.264%，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对服务

的需求会增加服务贸易进口；货物贸易出口额每提

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91%；货物贸易进

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89%。这

表明货物贸易里蕴藏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但这

也反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货

物贸易的发展；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提高1%，

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68%，这说明外商直接投

资带来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增加了我国对国外服务贸易的需求，促进我国服务

进口；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每增加1%，服务贸易

进口额就增加0.29%，这表明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

会促进服务贸易进口；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每

上升1%即人民币升值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

0.332%，人民币升值使我国进口的服务产品变得相

对便宜，因此增加了进口服务需求。

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

进口额增加0.273个百分点(本段所讲的百分点是指

绝对量的变化而非百分比的变化)，这表明服务业发

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国际服务品的需求，促进服

务进口。人力资本的半弹性反映了高中及以上学历

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

务贸易进口额增加0.251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人力资

本的积累可以促进服务进口。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半

弹性反映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进口额增加

0.269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贸易壁垒和限制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国内的服务业，促进其发展，

但是这会使得外国的服务很难进入到我国市场，影

响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服务贸易起抑制作用。因

此，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和各种市场进入限制，会促

进我国服务贸易进口。

三、简短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

贸易进口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对服务

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

开放度和汇率均显著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

贸易进口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对服务

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

开放度和汇率均显著促进我国服务贸易进口。

第三，汇率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大于其对服

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优化货物贸易结构，推动服务贸易发

展。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已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货物

贸易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附加值

低；而现代服务贸易则主要是以技术密集型为主。

货物贸易结构的优化对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作用，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也会促进货物贸

易结构的改善。

第二，提高国民收入的水平，同时注重调整收

入分配结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以及收入不公

平会促使服务业需求不足，从而制约服务业和服务

贸易的发展，所以必须重视提高国民收入，同时调

节收入分配结构。

第三，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与扶持力度。目前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是制约服务贸易快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需要利用财政税收政策

与产业政策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同时，通过多种

手段吸引外资向服务业倾斜，因为外资在发展现代

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

验、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外资的引入会对当地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

第四，加大对人才培养与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加大对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是

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支撑因素，因此

我国必须加强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人

才的培养。同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提

高服务产品的技术含量，拉近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

易领域的距离。

第五，完善服务业相关制度，深化服务业的对

外开放。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力度远低于制造业，这

主要是我国服务业制度不完善所致。因此我国应加

快服务业相关产业的改制，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扩

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服务市场竞争，发展有

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同时，有效学习国外先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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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经验和技术，利用知识的外溢性促进自身服

务业的发展。

第六，人民币适当升值。根据本文的结论，实

际有效汇率指数与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呈正相关

即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有利

于服务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汇率对服务贸易进

口的影响大于出口，所以人民币升值应在适当范围

内，以避免恶化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的状况。

（易行健电子邮箱：yxjby@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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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vice Trade in China: 1994～2008

YI Xing-jian, CHENG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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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rvice trade in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verage income，the export of goods，the import of goods, real FDI，investment on service 

industry，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human capital，the openness of service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export and import of services. Finally，it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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