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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服务贸易增长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 

许玲玲     何永达 

( 丽水学院商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 利用 1996—2013 年浙江省服务贸易相关数据，建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

易开放度、汇率、第三产业产值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经济关系。实证

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三产业产值对服务贸易发展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汇率变动对服务贸易增长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增长具

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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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地位稳步提升 

近二十年来，浙江省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 1996 年开始，浙江省服务贸易规模不

断扩大，服务贸易额从 1996 年的 4. 9 亿美元激增至 2013 年的 325. 6 亿美元，仅仅 18 年间，名义上增长了近 42 倍。

浙江省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996 年开始处于稳步上升趋势，比重由 1996 年的 1. 14% 增

至 2013 年的 6. 03% ，增加了 5倍多。尤其是浙江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增加十分迅猛，比重由 1996 

年的 0. 78% 增长至 2013 年的 9. 52% ，增加了 12倍多，说明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增速较快，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中

不可或缺的一股新生力量，有效推动了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行业地位也在稳步提升。 

( 二) 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逐步优化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主要依靠运输服务、旅游服务以及国际服务外包服务三大行业支撑，其次是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且

旅游服务进出口比重居于首位，总值达 1220643 万美元，占总额的 37% 。因此浙江省服务贸易的主要收入来自旅游业，其次是

运输服务、国际服务外包、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以及教育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等行业。但还有部分服务业，如金融服务、通信

服务等涉及较少，与北京、上海等省市相比这些项目启动太慢甚至没有启动，导致浙江省服务贸易结构比重不合理。总体来说，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仍较大程度上滞后于货物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虽然金融、保险、咨询、文化、娱乐等行业

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近年来服务贸易逐渐向新兴产业倾斜，产业结构得到了逐步改善。 

( 三) 服务贸易外部发展环境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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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是一项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目前浙江省在服务贸易的管理上还相对落后，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商

标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针对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但客观上仍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规

体系，一些规定与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差距，在服务贸易统计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在缺少全面准确数据的情况下，很难

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 

二、服务贸易发展影响机理分析 

（一）服务贸易开放度与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也称服务贸易依存度，反映了一国( 或地区) 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程度，也体现了一国( 或地区) 经

济增长对国际服务业市场的依赖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提出了相关计算公式，表达为服务贸易进

出口总额占该国 GDP 的比重。即: TSI = ( SIM + SEX) /GDP，其中 TSI 表示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SIM 、SEX 分别表示服

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中国加入 WTO 后，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浙江省经济

增长对国际服务业市场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这一发展趋势有利于促进浙江服务贸易发展。 

( 二) 第三产业产出与服务贸易 

过去十多年来，浙江省服务贸易和服务产业均保持了约 18% 的增长速度。总体来说，中国服务业增长与服务贸易发展比较

协调，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本依赖于本省的服务业，若服务业发展迅速，则服务贸易也会随之快

速发展，反之亦然。所以选取第三产业产值来研究服务贸易影响机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 三)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发展和货物贸易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加入 WTO 以来，我国货物贸易在运输、通讯网络、计算机和咨询服

务等服务行业的配套支持下快速发展，同时在客观上对这些行业也起了带动作用。货物贸易有效推动了服务贸易发展。因此，

选取货物贸易额作为一个解释变量，预计货物贸易额与服务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 

( 四) 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 

FDI 的进入为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产生了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示范效应，通过培训有效

提高了浙江省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积累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新知识，从而能有效促进全省服务贸易发展。使企业通过提高效率、

改进服务产品质量来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型服务贸易产品的开发水平。随着新技术和新服务贸易产品的进入，

浙江省通过对其新技术和新型服务贸易产品进行模仿创新，从而提升全省服务贸易的创新能力，进而促进服务贸易的持续健康

发展。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预计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 五) 汇率变动与服务贸易 

汇率作为一国开展国际活动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深

刻影响。目前人民币汇率处于上升通道，则以汇率升值为例进行分析，当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进行生产时，在国内价值贬

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促使出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从而导致出口减少。在进口上，由于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对他国

汇率变动不受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致使进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进而促使国内商品进口额增加。 

三、浙江省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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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标选取与数据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对服务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货物贸易发展( IEP) ，采用浙江省货物贸易增加值来度量( 单位: 亿美

元) ;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浙江省所吸收的外商投资增加值来衡量( 单位: 亿美元) ; 服务贸易开放程度( TSI) ，采

用浙江省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度来衡量，其中服务贸易开放度 = 浙江省服务贸易总额 /浙江省全省生产总值; 外汇汇率( E

Ｒ) ，采用直接标价法下的美元兑人民币的价值( 每 100 美元) ; 第三产业发展( TG-DP) ，采用浙江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衡

量 ( 单位: 亿美元)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统计年鉴 2014》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4》，时间跨度为 

1996—2013 年。 

 

( 二) 模型建立根据前面各变量选取的数据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TX 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值，C 为常数项，IEP 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值，FDI 为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值，

TSI 为服务贸易开放度，EＲ 为外汇汇率，TGDP 为第三产业产值，t 为时间序列期数。 

( 三) 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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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采用 OLS 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初步观察各变量间的关系。 

从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性比较显著，表明模型可以运用; 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三产业产值对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汇率变动对浙江省服务贸易增长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货物贸易发展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服务贸易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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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 1996—2013 年浙江省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货物贸易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汇

率变动、第三产业产值与浙江省服务贸易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服务贸易开放度对服务贸易增加值有着显

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在浙江省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服务贸易开放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

全省服务贸易走向国际的基础，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和利润空间，有利推进进出口各产业均衡发展，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迅速占领国际市场，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促进浙江省服务贸易的全面均衡发展。第二，第三产

业增加值对浙江省服务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有效推动了全省服务贸易发展，扩大了服务贸易规模。随着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

服务贸易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迅猛发展，包括金融服务、通信服务、旅游服务等产业也在不断地扩大规模、增加利润。第三产

业的快速发展为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拓宽了道路，起到了带头作用，也为全省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货物贸易和外

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增加值具有正向影响。 

( 二) 政策启示 

近二十年来，浙江省服务贸易增长较快，同时也存在诸多影响因素。浙江省应巩固已有服务贸易优势，挖掘服务贸易新优

势，根据自身要素禀赋资源，发展优势服务业，进一步扩大服务出口规模。另一方面，根据浙江省服务业发展状况，大力发展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知识型的服务贸易。加大对服务贸易人才的教育投入，积极搭建地方服务贸易平台，促进地方服务贸

易发展; 着重发展高素质、高技术以及人才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方式，促进各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浙江

省服务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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