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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服务业自由化进程加快，服务贸易已成为FDI增长的新亮点。文章采用1997-2010年中国
服务业实际利用FDI的相关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服务业FDI的引资规模和引资结构进行分析，发现

中国服务业的出口结构与服务业FDI流入结构相一致，并存在着引资来源单一，外资质量偏低，服务业结构发

展不合理等问题，最后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各主要服务部门FDI对
服务贸易出口的“溢出效益”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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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全球经济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得

到迅猛发展，全球贸易结构正逐步向服务贸易倾

斜。 在这种大经济环境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也

取得了快速发展。 从198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为44亿美元，到2003年1000亿美元，截止到2011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191亿美元， 首破

4000亿美元大关，位居世界第四位，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服务贸易大国。 ①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

实， 即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而

且服务贸易面临着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困境，且

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此外，中国服务行业的出口

结构也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主要集中在运输、旅

游等传统型服务部门。 这些都足以表明中国服务

贸 易 的 出 口 竞 争 力 还 比 较 低 下。 另 一 方 面，自

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业自由化进程加

快，已成为FDI增长的新亮点。 据中国商务部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流入服务业FDI首次

超过制造业FDI， 这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

贸易出口的增长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因此，
研究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是否存在一

定的内在关系， 对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增

长二者的关系作深入系统地分析，将对中国制定

服务业开放政策，引进FDI的政策调整，对于促进

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改变长期以来服务贸易

逆差困境，提高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出口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

替代关系（蒙代尔）、互补关系（小岛清）和没有长

期关系。 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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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服务业FDI之间也存在以上三种关系。 国外

学者更强调要根据分析的层面来考虑，如果从公

司和企业层面来说， 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关

系，而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来说，两者又存在互补

的关系（Fontagné&Pajot，1999；Pfaffermayr，1996）。
Moshirian（1994；2008）也认为，FDI是发达国家金

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能促进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 另

外也有学者从垂直性FDI与水平性FDI角度分析，
认为垂直性的FDI与服务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
而 水 平 性 的 FDI 和 贸 易 是 替 代 关 系 （Zaro-
tiadis&Mylonidis，2005；Egger&Pfaffermayr，2005）。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两

者 之 间 存 在 明 确 的 长 期 关 系（Brentonetal，1999；
Bloningen，2001；Pain&Wakelin，1998；Fontagné &
Pajot，2000）。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服务贸易和FDI
关系的实证分析也颇多，且取得了不少成就。 王

小平（2005）利用1996-2003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服

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就业、服务贸易

等方面的直接相关性较弱。 戴枫（2005）利用我国

20年 来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与 该 行 业FDI的 资 料 得 出

FDI是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因素之一， 且分析了

FDI对具体服务业的影响。 姚黎（2008）基于1997-
2005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与服务贸易的年

度统计数据得出长期中服务业实际利用FDI与服

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分别存在惟一的均衡关系。 王

洪建（2010）选取了1989-2008年的相关数 据，考

察了中国服务业FDI流入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

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在长期可以

解释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扩张的原因，但短期分析

并不显著。 陈万灵（2011）等研究了关于具体行业

FDI对行业贸易总额的影响效果。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贸易与FDI两

者的关系已作了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大多数

研究停留在宏观或中观层面，主要基于对各个国

家宏观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缺乏精细化研

究。 因此，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
对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 “溢出效应” 的传导机

制、路径进行了分析探讨；（2）从服务业各个细分

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3） 在实证

研究方面，针对主要细分行业的研究，从而对引

资政策的调整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 服务业FDI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传导机

制分析

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

通过以下两种路径实现： 一是直接传导机制，即

通过服务业FDI企业承接服务外包来实现。 随着

服务业FDI的不断流入， 东道国承接外包的数量

和能力得以提高，这将直接导致东道国在整个服

务外包市场中地位的提升，反过来又促进更多服

务外包的承接，通过良性循环，最终会带动东道

国服务贸易的出口。 ②二是间接传导机制，即通过

对东道国服务业长期的“溢出”效应来实现。 具体

而言，服务业FDI的流入会对一国的基础设施、产

业政策、市场监管及人力资本等各方面产生良性

的互动。 如：跨国公司将自身的研发部门、呼叫中

心、 物流管理中心等高技术服务业转移到我国

（如微软研究院等），这能直接带动我国服务业内

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服务业FDI的流入会迫

使政府部门完善服务业市场监管体制，形成与国

际接轨、并与外资相配套的制度环境；服务业跨

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其先进的服务手

段、管理经验很难与投资相分离，必然会导致一

定程度的技术外溢（见图1）。

图1%服务业FDI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传导机制分析

同时， 外资企业的进入会加剧国内市场竞

争，东道国企业为了捍卫自身的市场地位也会加

大研发力度，积极模仿学习外企的新技术。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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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的频率增大也大大

促进了技术的溢出。 通过以上这一系列的具体方

式来发挥其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扩散

效应，促进东道国服务业的总体水平及其国际竞

争力，最终带动服务贸易的出口。

四、 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及结构

分析

（一）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增长迅速，但存在长
期逆差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长期

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 1992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183亿美元，其中

服务贸易出口额为91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额为

92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额1亿美元。 到2001年加

入WTO以后，中国服务贸易增长更为强劲，但同

时服务贸易逆差额也进一步扩大。 2001年服务贸

易出口额329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3.6倍，而贸

易逆差额扩大到了61亿美元。 受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的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也受到了十分明

显 的 冲 击， 服 务 贸 易 出 口 额 首 次 出 现 负 增 长。
2009年 服 务 贸 易 逆 差 额 达 峰 值295亿 美 元 ，比

2002年增长了近5倍（见下图2）。 由此可见，随着

中国服务业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服务贸

易取得了飞快发展， 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迅速，
但是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困境难以有效改变，甚

至有扩大的趋势。 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服务贸易的

出口竞争力还比较薄弱。

图2%1992年-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二）服务业FDI规模逐年扩大，而服务贸易

竞争力提升不显著
由表1、表2可知，近十多年来我国服务业FDI

流 入 额 呈 现 了 较 快 的 增 长 趋 势 。 从2000年 的

104.64亿美元到2010年的499.63亿美元， 增长了

将近5倍。 但是，从RCA指数及TC指数的变动趋势

来分析，RCA指数一直居于0.4－0.6之间，小于0.8，
TC指数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仍为负

值。 这说明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力并没有

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

响，反而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从各服务部门

具体来看， 大多数服务部门的TC指数都为负值，
总体而言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 而其中旅游和

建筑业的TC指数有所提高，说明我国在传统服务

部门的竞争力较高。 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新型服

务部门，TC指数相比更低，竞争力偏低。 因此，服

务业FDI快速增长并没有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

争力产生预期的拉动效果，二者的正相关性并不

十分显著，这可能是由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

造成的。
表1%2001年-2010年服务业FDI流入额

与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表2%2001年-2010年服务业各服务部门TC指数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三） 服务业FDI流入地区来源集中程度高，
且资本质量偏低

由图3可以看出，我国FDI流入的地区来源比

较单一，集中程度高。 其中来自港澳台地区FDI占
总FDI流入量的45%以上，且有出现持续上升的趋

势。 而来自拉美国家的FDI虽然近几年来出现较

为明显的下降态势，但仍然占总FDI流入额的13%
以上。 而来自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27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9 期

FDI流入额占总FDI流入额比重偏低， 近5年来占

比均值分别3.4%、6.5%、4.9%，相当于拉美国家的

总体占比份额。 这样的地区来源结构就决定了中

国服务业吸引外资质量不高，多为港资、台资，而

这些资本投资领域集中在房地产行业，甚至其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大陆资本为了避免高额税收而

转移到“避税港”港澳台等地，再以FDI的形式流

入， 达到避税的目的。 ③而真正可以带来先进技

术、管理经验的发达资本比重偏低，这样难以对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明显的“溢出”效应，从而

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

图3%2006-2010年FDI流入按国别及地区来源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四）服务业FDI流入行业集中程度高，且高
技术服务业比重低

由表3可知， 中国大部分的FDI流向了房地

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

务部门，而流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型技术

密集型服务部门的外商投资偏低。 然而由于传统

服务的不可储存、不可运输以及生产与消费同时

性的特殊性质，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更多是市场导

向型的，基本遵循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交易模

式，在东道国生产后再出口到第三国以及返销到

母国的很少。 因此面向传统服务业的FDI对服务

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就受到了限制。 ④由

上表4也可以看出， 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两大传

统服务贸易部门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0%
左右，我国服务出口结构并未得到优化，而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通讯、专有权利使用

等现代新型服务行业则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因

此，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应该着重体现在新型

服务贸易的扩大上。

表3%2006年-2010年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利用FDI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表4%2006年-2010年服务业各主要服务部门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五、 服务业FDI对中国各服务部门贸易增长

的实证分析

为了揭示中国服务业FDI对不同行业服务贸

易的促进效应，本文将对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一

些主要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各服务贸

易出口额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处理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

1997-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上金融保险业、 批发

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⑤三

个行业数据来分析服务业FDI (以下简称SFDI)对
不同服务贸易行业的影响。 基本的模型如下：

lnEXt=α+b1lnSFDIit+b2lnRit+b3lnOPENt%
i=1,2,3% t=1,2,3…14 (1)
lnEXit=α+C1lnSFDIit+C2lnRit+C3lnOPENt%
i=1,2,3% t=1,2,3…14 (2)
其中，EXt表示 整 个 服 务 业 的 出 口 额，EXit表

示历年 该 行 业 的 出 口 额，SFDIit表 示 该 行 业 实 际

FDI，Rit表示该行业增值率，OPENt表示整体服务

贸易开放度⑥。
（二）平稳性检验
由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带有随机

趋势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经常发生伪

28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9期

回归现象而造成所得结论失效的不佳结果。 因此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通过

EVIEWS6.0计量软件，其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
表5%各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①检验类型（c，t，p）中，C为截距项，T为趋势项，P
为综合采用AIC和SC值得到的最大滞后阶数；②变量符号
前面的大写字母“D”表示对变来那个的一阶差分，如DL-
nTRS表示对变量LnTRS的一阶差分，其他以此类推；③临
界值栏的“*”、“**”、“***”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
上显著。

（三）模型诊断
除了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外，所有变

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

件。 在得到协整回归方程之前，需要对模型（1）、
（2）进行诊断，即对各变量选取的合理性进行分

析，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所有变量

进行逐步回归和筛选。通过EVIEWS6.0对模型（1）
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lnEXt=8.19+0.591lnSFDI1t+0.280R1t (3)
t值 10.487 4.614
p值 0.000 0.0007

修正R2=0.968 D.W=2.10 F=167.67

lnEXt=0.703lnSFDI2t+2.199lnOPENt (4)
t值 11.275 5.711
p值 0.000 0.0001

修正R2=0.954 D.W=0.96 F=136.33
由于对模型（二）计量回归的结果显示，各个

方程都不显著且不具有协整性，因此在此剔除不

作特别说明。
（四）协整性检验
只有当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才能说明各变量之间满足协整关系。 采用ADF方

法对协整回归方程（3）、（4）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

性检验（见表3、表4），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在5%的

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

的。 因此，回归方程（3）、（4）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

口与金融服务业FDI、批发零售和餐饮业FDI的协

整关系是成立的，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

定的均衡关系，式（3）、（4）即为最终的协整方程。

图4%协整回归方程（3）的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图5%协整回归方程（4）的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表6回归结果显示可知，在滞后阶数为1阶

时， 服务贸易出口额是金融保险业的Granger原
因，相伴概率为0.0680，小于10%拒绝原假设，而

金融保险业不是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相

伴概率为0.3318大于10%，接受原假设。 同理，当

滞后阶数分别为1、2、3阶时， 服务贸易出口是批

发零售和餐饮业FDI的Granger原因， 其相伴概率

均小于10%拒绝原假设， 而只当滞后阶数为2时，
批发零售和餐饮业FDI是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
原因，相伴概率为0.0104小于10%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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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回归结果

注：结论是在10%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的。

由此可见， 如果以1年作为短期与长期的划

分界限，那么从长期来看，模型设定是较为合理

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

系。 这与前文分析的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

的间接传导机制的长期“溢出”效应相一致。 对各

服务业具体行业的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 中国金融保险业FDI每增加1个单位，

会引发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增加0.591个单位。 说明

了金融保险业FDI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金融服务产业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

业，其发展需要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

强力支撑。 FDI作为资本、知识和技术的集合体，
能够弥补中国在这些要素方面的不足，通过其知

识和技术的外溢作用，推动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中国批发零售和餐饮业FDI每增加1个

单位， 会对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拉动0.703个单位。
这说明了批发零售和餐饮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

的推动作用强于金融保险业。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很可能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保险业开放

较晚，行业发展不够成熟，且受国家政策限制程

度更高，因此FDI流入的规模较少，对贸易的拉动

作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是由于我国批发零

售和餐饮业是属于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行

业， 而FDI大额流入 （2010年批发零售和餐饮业

FDI是金融保险业FDI的7倍） 正是充分体现了外

资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根本动力所

在。

六、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上述分析表明， 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贸易

出口的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传统型服

务部门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 但是，由于中国服

务业开放较晚，服务业发展水平比较滞后，且开

放度较低， 所以造成我国引资地区来源比较单

一， 引入资本质量偏低及引资结构不合理等，这

严 重 阻 碍 了 服 务 业FDI对 服 务 贸 易 增 长 的 长 期

“溢出效应”的发挥，从而导致中国服务贸易的逆

差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竞争力难以有

效提高。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
www.mofcom.gov.cn/.

②王恕立、胡宗彪：《服务业FDI流入与东道国服务贸
易出口———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2010年第11期，第78～86页。

③温力强：《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现状及其

对服务业发展的启示》，《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报》2007年第6期，第80～84页。

④石士钧：《WTO规则框架下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
入研究: 基于服务业外资进入经济效应的考察》，《产业经

济研究》2012年第2期，第53～59页。

⑤注：由于1997-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服务部门的分
类有所变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在此进行部门合并处理，
将金融业、保险业归为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

饮归为批发零售和餐饮业。

⑥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标， 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GDP来衡量。某一产业的开放程度高低直接决定该国向国

际市场提供该服务的可能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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