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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下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研究 

曹贤治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摘要]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已成为时代趋势，浙江省作为我国的外贸大省，实现经济向国际服务贸易方向的

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研究浙江省的多级服务贸易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对外贸易指数和全省 GDP 指数的实证

分析来说明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并对目前浙江经济存在的主要缺陷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浙江的转型升级提出了若干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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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贸易自由化时代，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其中，

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WTO成立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对于各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

贸易增长、资金回笼、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居民福利的改善，都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 

浙江省是我国的外贸大省，出口依存度高。2007 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加速的影响，浙江省的外贸

出口曾两度增速下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 年以来世界已陷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各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正在逐渐抬头，这势必对我国和浙江省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冲击。另外浙江省的国际服务贸易起步较晚，虽然其增速

快、发展潜力大，但国际服务贸易的水平总体不高，必须在危机条件下认真应对，加强转型升级，本文的研究在这方面有着一

定现实意义。 

一、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现状 

总体而言，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速较快。 

在我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的排名自第 15位（1999年）上升到了如今第 5位的同时，浙江全省对外贸易已经跃上了千亿美元台

阶（目前的外贸规模已超过 1991 年的全国总额），其中，国际服务贸易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3%上升到 2006 年的

10%，2007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0.7%；2008 年，服务业增加值增幅已高出 GDP 增幅 1.7 个百分点。另外，在 2004

年之前浙江服务外贸中进口贸易还占主要地位，但其逆差很小；而在 2004年之后，浙江服务外贸出口开始明显超过进口，增长

率呈猛烈上升态势，且顺差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浙江省在第三产业的投资达 4551亿元，增长 12.3%，分别比一、二产业增幅高 3.8和 3.5个百分点，

占限额以上投资的 53.4%，其中金融、科研业投资均增长 1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娱乐业投资分别增长 39.4%和 33.2%。

全省服务业合同外资增长 65.1%，实际外资增长 45.5%，其中交通运输、信息、批发零售、科研、卫生、文化体育娱乐、居民服

务等服务业合同外资成倍增长，信息、科研等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增长 7 和 1.3倍。08年服务业增加值增幅高出 GDP增幅 1.7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1%、12.6%、10%、16.8%

和 15.2%。铁、公、水路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 3.6%和 8.5%，客运量和周转量分别增长 3.1%和 4.4%；邮政电信业务总量

1546.2亿元，增长 16.5%；商品销售总额 26897亿元，增长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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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带动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的“三驾马车”旅游、建筑安装及劳务外包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持着稳定的优势，

为主要动力。本文以其龙头产业旅游业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 

 

浙江省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坐拥上千文化古迹。2008年 1月至 9月间，全省接待国际旅游人数达 401.42万人次，其中入

境游客达 271.62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228621万美元，同比增长 13.9%。在此期间，全省 GDP增速为 10.6%。浙江省之所以能

在今年保持对外服务贸易顺差，且稳中有升。 

其中主导型因素就是旅游外贸业的发达。 

08 年 11 月的数据（《2008 年 11 月份浙江省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全省 1~11 月累计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504.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7.5%；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289951.2万美元，同比增长 14.8%；其中杭州累计接待入境旅游者突破 200万，外汇收入为

11.9亿美元，全省排名第一。全省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国中，日韩约占 36.1%，为最大的旅游外汇收入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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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服务贸易与浙江经济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两个参数（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额 STt，全省历年 GDP）来分析国际服务贸易与浙江经济的拟合性，由于这里不涉及

多组参数，因此采用 Engle-Granger两步法对其进行研究。若序列 STt和 GDPt均单整，则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回归，即有： 

STt = α+βGDPt +εt 

用α，β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εt = STt α-βGDPt 

通过对历年数据的处理、计算和检验，可以得到一个正相关的线性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8）》、《浙江金融年鉴（2007）》、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中有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将数

据绘制如图，取点，可计算出两个参数，即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额 STt和全省历年 GDP之间的拟合度。从而得到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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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国际服务贸易额的增长与浙江省的经济状况之间有均衡的动态关系。服务贸易额的增长对于全省 GDP 的增

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反，服务贸易额的增长一旦受到限制，也将一定程度上抑制 GDP 的增长。提高对外服务贸易在全省国

际贸易中的比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世界接轨。 

三、浙江省经济结构存在的缺陷与转型的必要性 

第一，浙江国际服务贸易尚处初级阶段，经济产业结构尚待完善。 

浙江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第二产业及其相关的货物贸易，经济

增长对第三产业及其相关的服务贸易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与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与我国服务贸易持续

逆差不同，我省国际服务贸易历年基本为贸易顺差，而不足体现在：（一）从相对总体上看，其规模不大，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与

货物出口的比例为 1：19，低于全国 1：9 的水平。（二）从总量上看，浙江省国际服务贸易总量仅为全国的 4%左右，低于货物

贸易在全国 7.9%的比重；与全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最快的上海相比，浙江也仅相当于其 19%。 

可以说，浙江国际服务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很大。 

 

第二，浙江服务贸易行业的内部分配不够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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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浙江国际服务贸易是以旅游、建筑安装与劳务外包和运输为三项比重最高撑行业，2007 年上半年分别占对外服务贸易

总收支的 28.80%、24.81%、19.83%，而保险业、金融服务业、通讯邮电业、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业、教育医疗保健、广告

宣传、电影音像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均处于萌芽或较不发达阶段，甚至闭塞阶段。这说明，浙江省的服务贸易中传统行业仍然占

主导地位，大力发展新兴服务外贸产业已经成为必然的市场趋势和新型经济增长的源泉。 

第三，浙江服务外贸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改革升级势在必行。 

处于目前全球经济急转直下的大环境中，浙江经济的外贸出口增速也曾两度下降。08年一季度浙江省 GDP同比增长 11.8%，

回落 2.8个百分点，全国回落 1.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浙江省回落幅度扩大到 4.1个百分点，全国回落 2.3 个 百 分 点 ； 全 

年 浙 江 省 回 落 幅 度为 4.6个百分点，全国回落 4个百分点。可见浙江省经济的敏感度较大。直到 2008年 12月，外贸出

口才从 11 月的下降 2.5%转为增长 5.7%，出现回升。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服务贸易的地位已有所上升，占全省 GDP 比重

由 2000年的 1.1%上升到 2008年的将近 1/20，总体进出口贸易逆差也已转为顺差，但是和一直以来稳坐世界服务贸易第一第二

把交椅的美英两国相比，浙江省不到 5%的国际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例还远远不足以向全世界形成竞争力，也没能大幅度带领我

国走出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的困境。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前 11个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 3078.2亿美元，同比增长 11.6%，增速回落 3.9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 9.6%，增速回落 5.6 个百分点，低于同期中国出口总体增速 9.7 个百分点。全球预测公

司“牛津经济”日前发表报告指出，到 2015 年，美国对外服务贸易顺差将达 670 亿美元，对华贸易将给美国服务业新增 24 万

个高薪岗位。这一逆差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抵消中国对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的顺差，缓解中国在对美贸易顺差问题上的压力。 

倘若浙江省拒绝转型，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服务业的发展不受重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削弱，使

得浙江受外界危机及动荡的抗风险能力减弱，市场信心降低，进出口贸易、消费、投资增幅下降，从而抑制全省国民经济总产

值的增长，最终导致内外需市场的萎缩，带来更坏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四、浙江经济向国际服务贸易方向转型升级的对策和建议 

为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国际服务贸易是浙江省获取外汇收入、弥补省内不足、提高国际经济贸易地位、降低资源

和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重要途径。 

第一，在原有传统贸易服务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努力实现全球货物运送电子化。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服务贸易的改革趋

势转向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重组浙江大比重的传统服务业使之尽快适应新型的通讯手段和快捷的电子商务形式。方便高效的电

子贸易使服务业国际化、自由化的实现变得更为容易。 

第二，重视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如软件、制药、生物工程技术等，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

和全球服务贸易增速最快之国澳大利亚，均尤为注重技术型服务对外贸易的发展。当今全球经济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生产、分

配和服务不断增强，掌握了技术和人才，对外服务贸易才能步入正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等级升级，推进经济平稳增长。 

第三，加强服务贸易的战略研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对服务产品的需求，拉动服务业发展，从而保证浙江经济的稳步上升。

在全省对外服务贸易中，旅游和运输服务占很大比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电

影音像服务已有不小增长，且已转逆差为顺差。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省，浙江可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旅游资源，继续保持旅游

业的迅猛增长态势，着重改善旅游外汇来源大国的服务质量，有针对性地引进外汇，拉动 GDP 增长。毋庸置疑，发展对外服务

贸易有助于实现这类资源的最佳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浙江省的传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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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强省内乃至国内宏观调控，规划进出口发展战略，制定或参与贸易法律法规，对外协调关系，落实 GATS（《服务贸

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为浙江服务贸易增长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完善各项服务贸易发展的扶持政策，加快服务贸易的立法,，

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调动对外服务贸易性企业的积极性，鼓励扩大全省服务贸易经营企业队伍，增加有实绩的企业。

此外，还应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企业积极参加境内外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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