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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长期影响，但存在同步的正向外溢效应；

第三，欧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我国房地产泡沫

形成的Granger成因。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建议。一

是加强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金

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单个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

不足以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加强国际

货币政策的协调可以有效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程度的提高，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越

来越大，科学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是加强和改善宏

观调控成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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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 随着国际信息技术的发展

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及各国促进服务贸易政策的实

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服务贸易的规模

也随之不断扩大。在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服务

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者服务贸易日

益成为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鉴于具有知识性和创

新性特点的生产者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在经济增长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开

放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

注。国外学者纷纷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生产者服

务贸易自由化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尤

其是最近几年来实证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使得研究

逐渐深入。

一、理论研究概述

在理论分析方面，国外学者主要沿用货物贸易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思路，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福利效应角度阐述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开放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影响：一是通

过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国际分工深化获得经

济增长；二是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技术转移；

国外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文/熊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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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货物贸易的促进作

用。

（一）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深化国际分工

促进开放国经济增长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斯密早在《国富论》里

阐述了劳动分工导致内生增长的思想。Melvin

（1989）、Markusen（1989）、Francois（1990）等人认为，

一国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开展生产者服务贸易来获得

经济增长。Melvin（1989）运用要素禀赋理论来分析

生产者服务贸易，基于传统的H-O模型分析显示：

具有充裕劳动力的F国向具有充裕资本服务的H国

进口资本服务，而具有充裕资本服务的H国则向F

国进口密集使用资本服务的商品，由此得出结论：一

国可贸易的商品密集地使用移动的要素服务，那么

该国使有效的世界产出的增加是可能的。通过进一

步分析，Melvin还发现，如果可贸易商品密集使用不

活动的要素，那么不管初始的要素禀赋，要素服务的

商品的自由贸易将导致有效的世界产出。Markusen

（1989）、Francois（1990）从新贸易理论的视角认为，

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开放国通过国际分工获得

规模经济。Markusen（1989）从服务部门内部专业化

角度讨论了生产者服务贸易、生产分工和规模经济

之间的关系，认为生产者服务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

差异性或与国内要素互补的特征，因而每个国家只

要发挥各自的比较利益生产某种服务，就可以获得

规模经济利益，这样一来生产者服务贸易导致了专

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分工的发展。服务部门规模

经济的产生，不仅提高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且

由于规模经济导致的服务价格下降和服务贸易带来

的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服务的多样化，使得整个经济

中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Francois

（1990）则从服务在协调和连接各个专业化中间生产

过程中的作用来分析生产者服务贸易、生产分工与

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二）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开放国带来技术

转移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

内生渊源，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技术扩散从而使一国

获得经济增长的源泉。OECD（2006）认为，生产者

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样也可以给开放国带来技术转

移。由于新技术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通过开放服务市场，可以从以下途径获得发达国家

的技术转移：一是通过在国外和国内公司中建立伙

伴关系来获得技术转移；二是通过与国外公司的接

触获得示范效应；三是促使当地企业使用更好的国

外服务作为投入；四是通过当地劳动力流动和工作

转换；五是建立企业间前向、后向和水平联系。因

此，从这五种途径看，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都能

产生技术外溢，而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则是技术

扩散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服务

市场的开放还可以减少技术转让的成本，并帮助发

展中国家培育良好的吸收能力。技术转让还可以导

致技术扩散到其他部门，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生

产率的增长。

（三）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开放国货物贸

易发展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Marrewijk et

al.（1997）、Deardorff（2001）、Markusen（2005）等人从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着手认为，由于生产者

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货物贸易的发展，从而给开

放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收益。Deardorff（2001）通过一

个服务贸易模型指出，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后，倾向于

将生产分散在不同国家进行的企业将因此减少贸易

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直接刺激了商品贸易的发

展。Marrewijk et al.（1997）、Markusen（2005）则考察

了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开放国贸易结构的影

响。Marrewijk et al.（1997）通过将垄断竞争与要素

禀赋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

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形成开放国出口商品比较

优势的重要性，并由此推出结论：生产者服务贸易自

由化可以改善开放国商品贸易结构，从而给开放国

带来福利收益。Markusen（2005）则通过将静态的一

般均衡模型和动态模型相结合来进行分析，认为生

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改变开放国商品贸易的格

局。其理由是：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开放

国服务的数量和种类，使企业能获得低成本、高效率

的国外生产者服务投入，从而使原来需要进口的商

品变成可以大量出口的商品。

二、经验研究

（一）生产者服务贸易与GDP增长之间关系的

实证研究

在对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

系的实证分析中，主要从部门和国家层面进行研究。

1.基于服务贸易具体部门的角度，讨论具体服

务部门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服务贸易

谈判主要集中在金融和电信两个部门，因此研究这

两个服务部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较多。例如，

Francois and Schuknecht（1999）利用模型说明金融服

务贸易通过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利用93个国

家在 1986～1995年间的数据做了一个跨国回归分

·· 15



析，发现金融部门开放与金融部门竞争及金融部门

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Eschen-

bach and Francois（2002）则用模型说明了金融部门

开放、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因果关

系。他们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130个国家的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与 Francois and Schuknecht

（1999）相类似的结论。Mattoo、Rathindran and Sub-

ramanian（2001）运用跨部门、跨国家的回归分析方

法发现，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条件不变时，金融或

电信服务部门开放的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其他

国家高出 1%，而金融和电信服务同时开放的国家，

其平均经济增长率则比其他国家高出 1.5%。

Khoury and Savvides（2006）以电信和金融服务部门

为例，选取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60

个国家横截面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实

证分析了服务市场开放度与不同收入国家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市场开放对低收

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差

异。提高电信服务部门开放度对低收入国家的经济

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

影响不显著；与此相反，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度上

升，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对低收入国家却不明显。这一研究表明，具体服

务部门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有

关。Bayraktar and Wang（2006）研究发现，在决定经

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资产

份额对每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率的影响具有极其

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

2.基于国家层面分析服务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Li、Greenaway and Hine（2003）采用82个国

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分

析了服务进口与一国每单位资本的实际GDP增长

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

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增长却具有负面影响。作者指出，这是因为

商业服务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

运输服务进口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而

言，运输服务的进口多，商业服务的进口较少，而发

达国家则相反。自从 Petri首次将服务贸易的商业

存在模式引入CGE模型后，一些学者纷纷仿效此方

法来分析服务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

Konan and Markusen（2004）利用一个含有多种商品

和服务、三个贸易伙伴的CGE模型分析货物贸易自

由化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突尼斯经济的不同影响时

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比货物贸易开放对突尼斯经济

带来的福利更大，即使在当前的服务贸易环境下，福

利与GDP的增长均超过7%。这是因为减少服务壁

垒后通过FDI形式引入了市场竞争，而且金融、商业

服务和电信等是经济中所有部门的生产性投入，从

而使得成本降低、整个经济效率得到提高。同样基

于CGE模型的分析，Jensen et al.（2007）得出了商业

服务自由化可以给俄罗斯带来更多GDP的结论。

Lejour et al（2007）则用含有FDI的CGE模型考察了

欧盟内部国家之间服务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

应。他认为，欧盟内部服务市场开放可导致服务业

FDI增加 20%～35%，而EU25国的GDP增长却不显

著，只有 0.4%，若外国资本增加了服务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则GDP可增长0.8%。

（二）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实证研究

1.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开放国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会产生技

术溢出，从而提高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部分

学者从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角度，考察了生产者

服务贸易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例如，

Robinson、wang and Martin（2002）利用一个 10 个地

区、11个部门的CGE模型考察了体现新信息和高级

技术的服务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将一

个体现技术转移与TFP相联系的公式引入模型，经

过实证研究发现，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不仅直接影

响了世界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其

他部门产生重要影响，对其他部门的影响的主要渠

道是：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从发达

国家进口体现新信息和高级技术的服务而导致TFP

增长。Kim and Kim（2003）研究了韩国服务贸易自

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关系，发现 20

世纪 90年代较早开放的分销服务部门的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相对较快，同时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研究表

明，中间服务投入越多的制造业部门能获得较高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生产者服务贸易方式中，

FDI是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制造企业可以通过

FDI的技术溢出而获益。尽管生产者服务对FDI 的

开放对制造企业的垂直联系的影响没有得到广泛的

验证（Hockman,2006），但 Arnold 等人及 Fernandes

and Paunov在这方面的研究算是做了一些贡献。

Arnold、Javorcik and Mattoo（2007a）运用捷克 1998～

2003年间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服务市场开放对

以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服务业FDI与国内制造业经济绩效呈

正相关关系，并由此得出服务市场开放是影响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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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部门TFP的重要因素的结论。Fernandes and

Paunov（2008）利用智利 1992～2004年间的数据考

察了服务业FDI对制造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通

过一个扩展的生产函数（通过引入FDI在服务业中

的权重，将企业产出的增长视为投入增长和FDI在

服务业中的权重的函数）建立计量模型。经检验发

现，从服务业FDI获得的前向联系占了样本期间智

利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 5%，由此得出结论，服务业

FDI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影响。除了FDI外，

离岸服务对制造企业生产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

Amiti and Wei（2005）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分析了

1992～2000年间美国离岸服务外包对美国制造业

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

11%来自于离岸服务。

2.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开放国商品贸易的

影响。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增强商品国际

竞争力，促进商品出口。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的研

究思路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考察生产者服务贸易对

降低商品贸易成本的影响。这是因为贸易成本直接

关系到商品出口竞争力，而大部分贸易成本与服务

相关，尤其是与基础设施服务相关。例如，Beck

（2002）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具有较发达金融系

统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之间

有着正相关关系。而 Djankov、Freund and Cong

（2006）发现，国内运输与相关的交易成本是出口竞

争力（潜在的）的主要决定因素。Francois and Man-

chin（2007）也认为，基础设施不仅决定出口水平，而

且决定能否出口。他们发现，在影响发展中国家出

口贸易的因素中，基础设施（通信与运输）比贸易壁

垒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另一种思路是

将进口的生产者服务作为生产中投入来考察其对商

品数量和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例如，Joy Ma-

zumder（2003）用 1992～200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

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制造品贸易的影响。他将进口的

生产者服务作为内生的资源禀赋，直接考察进口的

生产者服务对出口的影响。他利用计量方程检验发

现，从美国进口的总生产者服务对低收入国家的商

品出口有重要影响，而对高收入国家商品出口没有

影响。其中，商务和电信服务对商品出口影响最大，

运输服务没有起到刺激商品出口的作用，金融服务

对商品出口有负影响。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

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密集使用于非贸易部门，而且

文中使用的数据不包括附属机构提供的服务，而金

融服务的进口大多采用商业存在形式，若将商业存

在形式考虑在内，则金融服务的负作用将消失。因

此作者认为，在贸易中，服务与商品是互补而不是替

代的关系。Francois（2007）利用 OECD1994～2004

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进口的生产者服务与制造

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进口的生产者服务与出口竞

争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性

服务的进口由于提高了制造业生产率而对于制造业

出口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尤其在技术密集

型产业中（主要指化工业、电子设备、机械和机动车

等行业）有着极为显著的正向作用。

3.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政策变化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政策变化对

一国经济增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Eschenbach and

Hoekman（2006a）运用 20个转型经济国家在 1990～

2004年间的银行部门、非银行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

等三部门的政策质量指标，考察服务政策包括服务

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

金融服务和基础服务部门如电信、交通运输等的改

革与内向服务业FDI高度正相关。利用增长回归方

程计量分析后表明，服务业改革政策因素是影响这

些国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

量。Konan & Assche（2006）分析了管制和市场结构

对突尼斯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他们将不

完全竞争的服务部门引入CGE模型，在只有一个电

信企业进入突尼斯情况下，如果管制能保持正常竞

争，则福利提高0.65%；如果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结

成卡塔尔，则开放会使福利下降 0.25%。Konan &

Assche（2006）的分析也足以说明国内管制政策的改

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Arnold、Ja-

vorcik、Mattoo and Lipscomb（2007b）运用印度1990～

2005年间 10000个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服务部

门改革与制造业生产率和出口倾向之间的联系。结

果发现，印度在银行、电信和运输部门的政策改革与

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三、结论及启示

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研究贸易自由

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国外学者

沿用传统的理论分析思路，从国际分工、贸易产生的

技术外溢及商品贸易与生产者服务贸易等方面对生

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开放国经济增长的机理进

行了一些理论探索，并运用回归分析和CGE模型等

计量方法，在从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开放国经

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与影响机制方面做了大量实证检

验。总之，理论上所分析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

给开放国带来经济增长效应在实证研究中基本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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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验证。

上述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启

示。因为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依然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廉价

的劳动力投入，而且还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层次，在国

际分工中处于低端。制造业急需现代化的生产者服

务来促进升级。而在目前，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的严重滞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如何进一步

加大生产者服务业开放，利用国外先进的生产者服

务来促进制造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

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怎样处理好开放与保护之间的

关系，则成为今后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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