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第 2 期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Vol． 10，No． 2
2011 年 06 月 Journal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un． ，2011

文章编号:1671 － 6523( 2011) 02 － 0102 － 08

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

协同性的实证分析

冯 静

(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6)

摘要:选取 4 个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和决定服务贸易的 2 个因素，建立 VAR 模型，分析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

易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 Granger 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得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

易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的协调发展机制，即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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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nd Competiveness of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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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industry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services trade has grown into an important factor to guarantee the stable growth of the world
trad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trade in services． 4 factors
about service industry and 2 factors about services trade are selected to make a VAR model． By Granger Caus-
al Analysis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trade in services so that they can not achieve mu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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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产业

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全球服务贸易的增

长幅度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幅度，成为推动世界

贸易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都积极发展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但各经济体服务业发展不平

衡，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仍然占据主导地

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越来越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服务业得

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

大差距;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在世

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但服务贸易逆差依然存

在，且金额较大，服务贸易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差距

明显。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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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

差。用 TCA、RCA 指数衡量，我国服务贸易的竞

争力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1］，这说明服务业与服务

贸易发展可能存在不协同性，有必要对二者之间

的协同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在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二者关系的分析

中，已有的文献研究多是对二者单独影响的因素

分析，洪银星( 2002) 分析了工业化、专业化、信息

技术、市场开放度等方面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黄

毅( 2008) 研究了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

影响; 郑吉昌和夏晴( 2004) 从服务的特征、要素、
活动类型等方面提出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

素，等等。那么，服务业的发展会怎样影响服务贸

易的竞争力，服务贸易又会对服务业的发展有何

影响，决定二者关系的因素又有哪些，本文认为有

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以往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都是以相关的经济

理论为依托来描述变量关系从而建立模型。但变

量之间的联系往往并不是单一的模型关系，用一

个或几个方程并不能恰当地体现变量之间的动态

联系，而经济理论又往往缺乏对这些复杂动态联

系的说明。尤其是当内生变量既出现在方程左端

又出现在其右端时，传统方法对模型的推断和估

计就显得更加复杂，这时应当引入 VAR 模型进行

分析。VAR 模型作为一种非结构性分析方法，通

过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来分析问题，可

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因此，本文通过建

立 VAR 模型、进行 Grange 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

函数来对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二者关系进

行实证研究。

一、模型与数据说明

为了更充分反映出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特

点，本文选取反映服务业发展的服务业经济增加

值( GDPS)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LS) 、人口结构素

质( HQ) 、城市化水平( URB) 这 4 个变量，其中服

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水平常

常用来衡量一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而由于现代服

务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口结构素

质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影响着一国服

务业发展。应该说衡量服务贸易的指标虽然很

多，但归根究底是由进出口数据演变得来的，所以

本文选取服务贸易进口额( IM) 和服务贸易出口

额( EX) 2 个变量作为衡量服务贸易的指标，与前

面服务业的 4 个指标一起，作为研究服务业与服

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基本变量。为了解决本文最初

提出的问题，在分析中既要考虑服务业的因素

( GDPS、LS、HQ、URB ) 对服务贸易的因素 ( EX、
IM) 的影响，也要反过来考虑服务贸易的因素对

服务业的因素的影响。这就会使得这些变量既要

作为被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的左端，又要作为解

释变量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为了更好地对模型进

行分析，得到更准确的最终结论，本文采用 VAR
模型进行研究。
“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

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

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

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本

文所设定的 VAR 模型为不含外生变量的非限制

向量自回归，其表达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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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it为第 i 个变量 t 时期的值; 矩阵 A 为

待估计系数矩阵; ε 为扰动向量，又叫冲击向量; k
为变量的个数; p 为滞后阶数; T 为样本个数。

本文所用到的变量数据中，服务业经济增加

值来自我国历年统计年鉴;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经

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来; 人口结构素质用受过高

中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描述，数据由

第五次人口普查及商务部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计算得来; 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表示，经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来;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直接来自我国各年的统计年

鉴( 所有数据时间跨度为 1982—2007 年) 。在分

析过程中，为保证模型的线性形式便于分析，所有

变量都先取对数再代入模型。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建立 VAR 模型前，首先需要先对序列各个变

量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各序列的平稳

性。本文利用 Eviews5 软件分别对这 6 个变量水

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 表 1) 。
表 1 表明，lnGDPS、lnLS、lnHQ、lnURB、lnEX、

lnIM 这 6 个变量均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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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序列平稳性检验

变量 ADF 检验值 检验形式( c，t，k) 5%临界值 平稳性

lnGDPS － 1． 619 56 ( c，t，0) － 3． 012 36 非平稳

lnLS － 0． 766 3 ( c，t，0) － 3． 004 86 非平稳

lnHQ － 0． 410 38 ( c，t，0) － 3． 004 86 非平稳

lnURB 0． 004 651 ( c，t，0) － 3． 012 36 非平稳

lnEM 0． 417 326 ( c，t，0) － 3． 004 86 非平稳

lnIM － 0． 233 83 ( c，t，1) － 3． 004 86 非平稳

△lnGDPS － 4． 095 79 ( c，0，0) － 3． 098 9 平稳

△lnLS － 4． 441 3 ( c，0，0) － 3． 012 36 平稳

△lnHQ － 2． 882 86 ( c，0，1) － 2． 646 12 平稳

△lnURB － 2． 83 029 ( c，0，1) － 2． 646 12 平稳

△lnEM － 3． 776 93 ( c，0，0) － 3． 012 36 平稳

△lnIM － 5． 538 08 ( c，0，0) － 3． 012 36 平稳

检验形式为( c，t，k) ，其中 c 和 t 分别表示 ADF 检验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 为滞后阶数，由 SC 和 AIC 准则确定;△
为差分算法。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

关系数

EX 与服务业 4 因素

特征值 5%临界值 P 值

IM 与服务业 4 因素

特征值 5%临界值 P 值

None* 0． 812 5 34． 805 9 0． 010 4 0． 908 2 34． 805 9 0． 000 0
At most 1* 0． 786 0 28． 588 1 0． 003 3 0． 787 7 28． 588 1 0． 003 1
At most 2 0． 524 6 22． 299 6 0． 186 8 0． 548 3 22． 299 6 0． 133 0
At most 3 0． 440 4 15． 892 1 0． 099 2 0． 384 5 15． 892 1 0． 207 4
At most 4 0． 269 3 9． 164 5 0． 101 1 0． 230 2 9． 164 5 0． 170 3

* 表示在 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差分值在 5%的显著水平下是稳定的时间序列数

据，所以原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
协整检验要求变量模型中各个时间序列必须

是同阶单整，通过前面的平稳性检验已经知道本

文模型符合此条件。为了更好地分析服务业与服

务贸易发展提升之间的协同关系，根据本文变量

的选择，进行 2 组 Johansen 协整检验，分别为服务

贸易出口( lnEX) 与 lnGDPS、lnLS、lnHQ、lnURB 和

服务 贸 易 进 口 ( lnIM ) 与 lnGDPS、lnLS、lnHQ、
lnURB。表明 2 组协整检验在 5% 的水平下均拒

绝协整关系数为“At most 1”的原假设、接受“At
most 2”的原假设，说明服务贸易进出口与服务业

之间均存在 2 个协整关系。

三、VAR 模型设定和单位根检验

在设定 VAR 模型时，滞后阶数 p 的选择尤为

重要，滞后阶数越多，就越能完整地反映构造模型

的动态特征，但同时也会降低模型的自由度。因

此必须在二者之间权衡，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

本文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在选择过程中，遵循

AIC 信息准则和 SC 准则，确定 VAR( 2) 为最终模

型。由于各个方程右边的变量是内生变量的滞后

值，故不存在同期相关问题，所以 OLS 估计是有

效的，用 Eviews5 进行操作，其结果见公式( 2) 。
但是所得到的 VAR 模型是否稳定还需要进

一步进行检验，即对 VAR( 2) 进行单位根的检验。
由图 1 可以看到，所有的单位根落于单位圆之内，

所以 VAR( 2) 模型是稳定的，也说明变量 GDPS、
LS、HQ、URB、EX、IM 与其滞后变量之间存在着相

互影响关系。
要明确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同期的相互影响关

系，可以进一步检验 VAR( 2 ) 模型的扰动项之间

是否存在同期的相关关系，用残差的同期相关矩

阵来描述。由表 3 可以看到，6 个残差项之间存

在的同期相关性较高，进一步表明 GDPS、LS、HQ、
URB、EX、IM 之间存在着同期的影响关系。也就

是说，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 6 个影响因素的同期

和滞后项之间都存在着影响关系。然而各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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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残差的同期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1 1 0． 872 075 0． 267 299 － 0． 146 36 0． 629 016 0． 646 812
2 0． 872 075 1 0． 147 315 － 0． 309 15 0． 445 284 0． 325 154
3 0． 267 299 0． 147 315 1 － 0． 067 97 0． 374 75 0． 686 603
4 － 0． 146 36 － 0． 309 15 － 0． 067 97 1 － 0． 258 75 － 0． 147 11
5 0． 629 016 0． 445 284 0． 374 75 － 0． 258 75 1 0． 668 3
6 0． 646 812 0． 325 154 0． 686 603 － 0． 147 11 0． 668 3 1

图 1 VAR( 2) 模型的单位根检验

1，2，3，4，5，6 分别表示 VAR 模型得到的各个变量方程的残差。

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情况，还需

要进行进一步分析。

四、Granger 因果检验

通过前面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模型变量

确实具有相关性，但是在经济变量的分析中，

有相关性的变量未必都有意义，还需要进一

步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模型中另一个

变量变化的原因。Granger ( 1969 ) 提出的判

断因果关系的检验
［3］

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方法也被称为 Granger 因果检验。由于

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协同

发展，所以因果检验只针对服务业 4 因素与

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进行，而不考虑服务业 4 因

素内部以及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因果关系，通过

统计软件计算，得到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 表

4) 。经过分析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首先，在服务贸易出口 lnEX 与服务业 4 因素

之间的关系中，服务贸易出口大体上促进了服务

业因素的 发 展。 lnEX 在 第 2 期 到 第 4 期 都 是

lnGDPS 增长的 Granger 原因; lnEX 在第 2 期到第

4 期也是 lnLS 增长的 Granger 原因; 在第 4 期时，

lnEX 也 是 lnURB 增 长 的 Granger 原 因。虽 然

lnEX 在 4 期内都不是 lnURB 增长的 Granger 原

因，但是从整体上来看，lnEX 影响到了服务业的

发展。但是服务业 4 因素中，只有 lnURB 在第 2
期是 lnEX 增长的 Granger 原因，说明我国服务业

的发展并没有明显影响到服务贸易的出口。此

外，由于 lnEX 对服务业的因素影响都出现得比较

晚，滞后期比较长，说明服务贸易出口在较长时期

内对服务业因素的影响更大。
其次，在服务贸易进口 lnIM 与服务业 4 因素

之间的关系中，服务业 4 因素中的服务业产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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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 1 期

P 值 结论

滞后 2 期

P 值 结论

滞后 3 期

P 值 结论

滞后 4 期

P 值 结论

lnGDPS 不是 lnEX 的 Granger 原因 0． 315 接受 0． 874 接受 0． 917 接受 0． 985 接受

lnEX 不是 lnGDPS 的 Granger 原因 0． 337 接受 0． 010 拒绝 0． 021 拒绝 0． 031 拒绝

lnLS 不是 lnEX 的 Granger 原因 0． 326 接受 0． 820 接受 0． 891 接受 0． 998 接受

lnEX 不是 lnLS 的 Granger 原因 0． 077 接受 0． 006 拒绝 0． 005 拒绝 0． 042 拒绝

lnHQ 不是 lnEX 的 Granger 原因 0． 304 接受 0． 582 接受 0． 423 接受 0． 551 接受

lnEX 不是 lnHQ 的 Granger 原因 0． 372 接受 0． 319 接受 0． 373 接受 0． 460 接受

lnURB 不是 lnEX 的 Granger 原因 0． 211 接受 0． 030 拒绝 0． 122 接受 0． 290 接受

lnEX 不是 lnURB 的 Granger 原因 0． 126 接受 0． 078 接受 0． 059 接受 0． 007 拒绝

lnGDPS 不是 lnIM 的 Granger 原因 0． 035 拒绝 0． 025 拒绝 0． 005 拒绝 0． 000 拒绝

lnIM 不是 lnGDPS 的 Granger 原因 0． 449 接受 0． 077 接受 0． 104 接受 0． 254 接受

lnLS 不是 lnIM 的 Granger 原因 0． 235 接受 0． 221 接受 0． 011 拒绝 0． 009 拒绝

lnIM 不是 lnLS 的 Granger 原因 0． 324 接受 0． 148 接受 0． 048 拒绝 0． 201 接受

lnHQ 不是 lnIM 的 Granger 原因 0． 026 拒绝 0． 008 拒绝 0． 011 拒绝 0． 029 拒绝

lnIM 不是 lnHQ 的 Granger 原因 0． 374 接受 0． 792 接受 0． 998 接受 0． 908 接受

lnURB 不是 lnIM 的 Granger 原因 0． 243 接受 0． 073 接受 0． 089 接受 0． 094 接受

lnIM 不是 lnURB 的 Granger 原因 0． 041 拒绝 0． 037 拒绝 0． 019 拒绝 0． 003 拒绝

表中的 P 值为迹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当该值小于 0． 05 时，拒绝原假设。

务业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口结构素质都对服务业进

口有一定的影响。其中，lnGDPS 和 lnHQ 在 1 期

到第 4 期都是 lnIM 得 Granger 原因，lnLS 从第 3
期开始影响 lnIM。而 lnIM 对这 3 个因素的影响

不明显，但它是 lnURB 的 Granger 原因( 第 1 期到

4 期) 。这说明服务业的发展对服务贸易进口有

着较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较长时期内都存

在，而服务贸易进口可以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前面已经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判断了服务

业 4 因素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但是具体的影响情况还不能确定，即要确定其

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判断。
脉冲 响 应 函 数 方 法 (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RF) 是指利用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模型受到

某种冲击时系统的动态响应分析模型的方法。由

于 VAR 模型具有非理论性，脉冲响应函数可用于

当模型中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模型所有变量分

别造成的影响。在 VAR 模型中，由于变量之间的

动态联系，t 时刻某一变量发生扰动后，会导致此

后的各个变量产生连锁反应，所以 IRF 通过描述

系统的动态反应来判断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前

面已经通过 VAR 模型的建立以及残差相关矩阵

判断，得到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 6 个因素之间存

在同期和滞后期的相互影响关系，下面再通过脉

冲响应做进一步的研究。由于脉冲响应函数对

VAR 模型变量的顺序十分敏感，不同的顺序会导

致最终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研究的重点是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关系，为了更好地分析

二者的相互影响，将脉冲响应分为两组，即服务业

发展因素( GDPS、LS、HQ、URB) 分别对服务贸易

因素( EX、IM) 的脉冲响应和服务贸易因素对服务

业发展因素的脉冲响应。同时为了更好地判断脉

冲响应的结果，每组分别作了 10 期和 100 期的对

比分析。
(一)服务业因素对服务贸易因素的脉冲响应

作出服务业发展因素 GDPS、LS、HQ、URB 变

动引起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响应函数( 图 2、图 3) 。
从图 2 可以看到，短期内服务业增加值、人口

结构素质的正冲击，引起服务贸易出口的正响应，

均在第 3 期增加到最高值而后逐渐下降; 劳动生

产率和城市化水平的正冲击引起了服务贸易出口

的负响应，其值分别在第 3 期和第 2 期下降到最

低点，随后虽然仍为负响应，但绝对值逐渐减小。
其中，人口结构素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

水平与服务贸易出口的关系与庄惠明
［8］

所作关

于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实证研究结果相符。这说明

服务业增加值的增加有利于扩大我国服务贸易出

口，人力资本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中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城市化化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

内不但没有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出口，反而起到了

抑制作用。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时间

推移而逐渐减弱，如劳动生产率的正冲击所造成

的服务贸易出口响应在第 7 期之后上升为正。
从图 3 可以看到，与出口一样，短期内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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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务业 4 因素冲击引起 EX 的响应函数

图 3 服务业 4 因素冲击引起 IM 的响应函数

图 4 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动引起 GDPS 的响应函数

增加值、人口结构素质的正冲击，引起服务贸易进

口的正响应; 劳动生产率和城市化水平的正冲击

引起了服务贸易进口的负响应。另外，从长期来

看，服务业 4 因素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滞后

期较长，也就是说，服务业因素变动会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影响服务贸易进出口，且响应函数呈“波

浪形”，但波动幅度逐渐变小，最终趋于零; 从整

体来看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服务业 4 因素的冲击响

应有正有负，但是正效应明显大于负效应。再次

证明不能简单地判断服务业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

响，不同因素造成的影响可能相互抵消或增加，服

务业的作用也要区分对待。
(二)服务贸易因素对服务业因素的脉冲响应

作出 服 务 贸 易 进 出 口 变 动 引 起 的 服 务 业

GDPS、LS、HQ、URB 的响应函数( 图 4 ～ 图 7) 。
从图 4 可以看到，短期内服务贸易进出口的

正冲击均造成服务业增加值响应函数的“先降后

升”。具体表现为第 1 期的影响不大，第 2 期出现

负的响应，随后均上升为正响应。从长期来看，服

务业增加值对服务贸易进口的正冲击的响应除第

2 期外均为正，在其后的时间里，虽有波动，但幅

度越来越小且最终趋向零; 而对出口冲击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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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动引起 LS 的响应函数

图 6 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动引起 HQ 的响应函数

函数却在正负值之间波动，最终也趋于零。这说

明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服务业的生产有着积极地推

动作用。
从图 5 可以看到，短期内服务贸易对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冲击也出现“先降后升”的现象。
当本期服务贸易出口给 LS 一个正冲击后，LS 在

前 4 期表现为小幅减小，而第 5 期达到最小，之后

开始上升为正。进口的冲击只在第 2 期为负，此

后虽然有波动，但一直为正。从长期来看，出口造

成的波动较大，且在正负值之间变动，最终趋于

零; 进口造成的波动较小，除第 2 期外均为正值，

最终趋于零。可见，服务贸易通过进口的规模经

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链接效应，对

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从图 6 可以看到，短期内服务贸易出口给人

口结构素质的正冲击，会造成其负的响应函数，这

一函数在第 4 期达到最低值之后开始上升，但在

短期内保持负值。而进口带来的冲击函数呈现出

相反的现象，即人口结构素质的响应函数一直为

正值。从长期来看，出口的冲击函数在正负值之

间波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幅度减小，逐渐

趋于零; 进口的冲击函数一直为正，逐渐趋向零。
这说明出口的变化对人口结构素质的改变不大，

而服务贸易进口则可以较为明显、持久的推进人

口结构素质的提升。
从图 7 可以看到，短期内服务贸易进出口正

冲击对城市化水平虽然都呈现负的响应函数，但

负值较小，其中出口在第 10 期达到最小值后开始

上升，进口在第 8 期之后响应函数值为正。从长

期来看，出口带来的城市化水平的响应函数在正

负值之间波动，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最终趋于零; 进

口冲击造成城市化水平的响应函数波动幅度更小，

基本处于 ± 0． 002 之间，最终趋于零。可见服务

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服务贸易进口对服务业增加值、劳

动生产率以及人口结构素质都有明显的正向冲

击，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即服务贸易进口能够积极推动服务业的各个方面

发展，可以促进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主要

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

发达国家，起步晚发展滞后，通过进口带来的溢出

效应、竞争效应等，可以带动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而服务贸易出口对服务业 4 因素的冲击函数有正

有负，说明服务贸易出口给服务业各个因素在不

同时期所造成的效果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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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动引起 URB 的响应函数

六、结 论

本文选取了衡量服务业发展的 4 个因素即服

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口结构素质以

及城市化水平，与衡量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服务

贸易进口和出口一起，建立 6 个变量的 VAR 模

型，在对模型进行基本检验之后，通过脉冲响应函

数分析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提升的关系，实证

研究服务业 4 要素与服务贸易 2 要素之间相互作

用的机制，最终得到如下结论:

( 1) 通过对变量的协整检验，确定服务业 4
因素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

系; 进一步建立的 VAR 模型，确定了这些变量与

其滞后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 通过对 VAR
模型残差的同期相关矩阵的比较，发现这些变量

之间也存在着同期的影响关系。
( 2) 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发现，服务贸易出

口是服务业产值、劳动生产率以及城市化水平的

Granger 原因，并且服务贸易出口对服务业的影响

滞后期较长; 服务业 4 因素中只有城市化水平是

服务贸易出口的 Granger 原因; 服务业产值、劳动

生 产 率 和 人 口 结 构 素 质 都 是 服 务 贸 易 进 口 的

Granger 原因; 服务贸易进口仅是城市化水平的

Granger 原因。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现阶段服务贸

易出口整体上对促进服务业各个方面发展有显著

影响，服务业对促进服务贸易进口有显著影响，反

之不然。即现阶段我国尚未实现良好的服务业与

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服务贸易进出口与服务业因

素的影响关系多为单向的，服务贸易逆差在短期

内不会改变。因此，我国在服务贸易进口的相关

政策制定方面，应当引导进口的方向和种类，使其

更好地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而同时指导服务

业的发展建设，使其能够为加快服务贸易出口贡

献力量。
( 3) 通过对服务业 4 因素与服务贸易进出口

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比较分析可以看到: 首先，服

务业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有正有负，但整体上而言，

正效应大于负效应，且服务业对服务贸易进出口

的冲击在较长时间内都存在，滞后期较长。因此

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长期的影响，注重服务

业与服务贸易的长期、持续发展; 其次，服务贸易

对服务业 4 因素的冲击中，服务贸易进口显著推

动了服务业 4 因素中的 GDPS、LS、HQ，对 URB 有

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服务贸易出口只有对 GDPS
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滞后 3 期之后，且从

长期来看服务贸易出口对服务业 4 因素的冲击出

现明显的波动。说明这一冲击并不稳定，随着时

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我国服务

贸易出口结构不合理所致。
总之，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服务

业与服务贸易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机制，服务贸易

逆差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

互之间的影响滞后期较长，在政策制定、产业结构

调整时，要考虑到二者存在的长期影响关系，以正

确地指导服务业的建设，缩小我国服务业发展水

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得服务业与服务贸

易能够协同发展，改变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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