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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服务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已超过 70% ，服务业比

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已经是普遍认可的规律，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却出现了服务业低水平稳

态发展的“逆服务化”趋势，这被很多学者称为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其实，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判断

仅仅来自于中国服务业比重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并没有对我国服务业长期的发展规律进行严

谨的测度，对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规律也缺乏统一的认识。本文试图借鉴最

新文献对世界各国服务业比重变化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 1952—2010 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

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测度，并对各演化阶段的成因进行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中广受关注，但由于服务业性质、

结构的复杂性和不同国家经济特征的差异，服务业比重与人均收入的具体关系仍然不是很清晰。

Kuznets( 1953) [ 1 ] 的研究认为，服务业比重并不随人均收入变化而出现较大差异，Chenery( 1960) [ 2 ] 回归

了服务业比重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后者的系数不显著，从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而 Chenery and

Syrquin( 1975) [ 3 ]对服务业比重与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平方进行回归后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凹向原点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

本文借鉴最新文献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 1952—2010 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

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认为: 宏观国家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

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 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的关

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

面上并不存在; 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

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文章最后

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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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 2000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的，即服务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提高以递减的速率上升; 与此不同，Buera and Kaboski( 2009) [ 4 ] 的研究发

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线性特征，且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出现在 7100 美元至 9200 美元之间，高于这

一数值区间后，服务业比重与人均收入对数之间的斜率更加陡峭。Eichengreen and Gupta( 2009) [ 5 ] 使用

较新的统计方法——— Lowess 平滑方法——— 的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两波”模式: 第一波大概在人

均收入 1800 美元①之前，服务业份额随着收入水平以递减的速率缓慢上升; 在人均收入约 4000 美元时，

服务业比重再一次上升，直到第二次趋于平缓，这是第二波。同时，服务业比重与人均收入对数的关系在

1990 年之后的线性特征更加明显。总之，虽然各种研究对二者关系的确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大

多数研究都认为，二者的关系基本呈正向变化，且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线性特征。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服务业发展缓慢的现象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很多学者

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服务业低水平稳态发展”的逆服务化趋势称为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对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关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对经济服务化“中国悖论”的判断主要

基于三个方面: ( 1) 与国民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相比，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 [ 6 ] ; ( 2) 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

相比，我国服务业比重较低 [ 7 ] [ 8 ] ; ( 3) 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中间投入型服务业 (生产

性服务业 )发展不足 [ 9 ] [ 10 ]。但是，这些研究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的判断大都来自于对我国服务业比重

整体趋势的简单理解或中国服务业比重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并没有对我国服务业的长期发展

规律进行严谨的测度，对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规律也缺乏统一的认识，本文拟

采用最新的方法对此进行测度和分析。

二、中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关系的总体走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起飞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服务经济取得了很大进展。1987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 860． 5 亿元，到 2010 年，该数值上升到 17． 3 万亿元，增加了近 200 倍，按照不

变价格计算，30 多年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也增长了 22． 5 倍。但是，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增长却非常缓慢，甚至在某些阶段处于下降趋势。

从图 1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上升阶

段，从 1978 年的 23． 7% 上升

至 1992 年的 34． 3% ，但此后

便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并始终

在 30%—35% 之间徘徊; 由于

统计口径的变化，2004 年之后

的服务业比重超过了 40% ，但

直到 2010 年，该比重仍然只有

43． 1%。同时，由于服务业的

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我国

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有很大成

分是由于服务业价格上升所
图 1 1952—2010 年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当年价格) 的关系

数据来源:《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2011 年《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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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12 ]，如果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我国服务业比重更低。另外，按照世界银行 2011 年的统计数据计算，我

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低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大部分国家，而且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

平 ( 55% )。所以，从宏观国家层面考察，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

势，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确实存在。

三、服务业的“两波”发展模式研究

从整体上看，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确实存在，但中国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因此，

有必要从地区层面出发，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内部规律和长期走势进行测度和分析。
( 一) 服务业的“两波”发展模式

很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检验了服务业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发展规律，但大部分研究都对

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先验性的假设，这导致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很难准确地反映二者关系的真实

走势。Eichengreen and Gupta( 2009) 的研究采用了一种非参数回归方法——— 局部加权回归( Lowess) ，在未

对二者关系进行假设的条件下模拟了其走势，并以此为依据建立二者的回归模型:

Serit
GDPit

= C +iλiDi + β1Yit + β2Y2
it + β3Y3

it + β4Y4
it + εitt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解释变量为人均收入自然对数的四种权重形式①，Di

为不同时间段的虚拟变量。在模型 ( 1) 的基础上，通过加入不同的时间虚拟变量，观察截距项和斜率的

变化。结果认为: 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两波”模式。第一波出现在较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且以传统服务业

为主导; 第二波出现在较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且以金融、通讯、计算机、法律、技术和商务服务等融入信息

技术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 二) 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方法，我们运用 1952—2010 年地区②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进行

探讨，首先运用局部加权回归法模拟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关系的走势，然后结合( 1) 式对其走势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1。

从回归结果看，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对数之间具有明显的四次方关系，且四

次项的系数显著不为 0。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政策和统计规则的变化③，我们将服务业的发展

分为 1952—1977、1978—1992、1993—2010 三个阶段，代表后两个阶段的虚拟变量 D1 和 D2 都在 1% 水

平下显著，说明这三个阶段的截距项有显著差异，后两个阶段的曲线分别向上平移 1． 854 和 11． 02 个单

位，这说明从较长周期来看，我国服务业比重是明显上升的。同时，在认可了不同阶段截距项存在差异

的情况下，允许人均 GDP 对数的系数具有差异，用 D1、D2 与人均 GDP 的四种权重形式的交叉项来检验

这种差异，模型 3 的回归结果显示: 除了曲线整体向上移动外，1978—1992 阶段的曲线走势与 1952—

1977 阶段的走势基本一致; 而 1993—2010 阶段的各交叉项系数与前两个阶段的系数则是相反的。将

1993—2010 阶段的回归方程与 Eichengreen and Gupta( 2009) 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我国服务业比

①对二者之间进行 Lowess 回归分析发现，其关系类似于三次方或四次方，通过模型的估计发现，四次方的系数显著不为 0，故四次
方模型更准确地刻画了二者关系的走势。

②由于海南、山西、四川的人均 GDP 指数数据不完整，在回归时将这三个地区的数据剔除，实际运用的是 28 个地区的数据。
③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和 1992 年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且 1992 年之后，服务业的统计范围发生了

变化。后面的实证分析也表明，时间变量对模型的截距项和变量系数都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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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1993 年之后的走势与世界

范 围 内 1951—2005 年 整 体 的

回归系数方向一致，这说明我

国各地区 90 年代以后的服务

业发展规律更符合世界范围内

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不

考虑地区差异的随机效应模型

( 模型 4) 对模型 3 的结果进行

检验发现，其系数的大小、方向

和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模型 3
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我国服

务业比重的发展规律，根据表 1
模型 3 的结果，运用局部加权

回归法得出的三个阶段服务业

比重走势如图 2 所示。

图 2 说明，在 1978 年以前，

我国服务业比重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且在很大区间上

一直下降，即人均 GDP 高的地

区，其服务业比重反而比较低;

1978—1992 年间，在人均 GDP
较低阶段，服务业比重仍然延

续之前的走势，但人均 GDP 达

到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业比重

的走势开始出现新的规律，即

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以递减的趋势增加; 1993—2009 年，服务业比重的规律性更加明显，先以递减趋

势增加，在人均 GDP 达到较高水平时，越来越接近直线。这说明我国服务业比重的走势在 1978—1992

表 1 中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的关系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 352 ． 7＊＊＊

( 0 ． 000)
192 ． 6＊＊＊

( 0 ． 000)
832 ． 2＊＊＊

( 0 ． 008)
711 ． 5＊＊

( 0 ． 024)

lnpergdp － 209 ． 7＊＊＊

( 0 ． 000)
－ 111 ． 9＊＊＊

( 0 ． 000)
－ 598 ． 5＊＊＊

( 0 ． 007)
－ 506 ． 8＊＊

( 0 ． 023)

lnpergdp2
47 ． 19＊＊＊

( 0 ． 000)
26 ． 35＊＊＊

( 0 ． 000)
161 ． 4＊＊＊

( 0 ． 006)
135 ． 7＊＊

( 0 ． 020)

lnpergdp3
－ 4 ． 51＊＊＊

( 0 ． 000)
－ 2 ． 664＊＊＊

( 0 ． 000)
－ 18 ． 83＊＊＊

( 0 ． 005)
－ 15 ． 68＊＊

( 0 ． 019)

lnpergdp4
0 ． 159＊＊＊

( 0 ． 000)
0 ． 100＊＊＊

( 0 ． 000)
0 ． 800＊＊＊

( 0 ． 005)
0 ． 660＊＊

( 0 ． 021)

D1 = 1978—1992 1 ． 854＊＊＊

( 0 ． 000)
2551＊＊＊

( 0 ． 000)
2439＊＊＊

( 0 ． 000)

D2 = 1993 － 2010 11 ． 02＊＊＊

( 0 ． 000)
－ 2286＊＊＊

( 0 ． 000)
－ 2375＊＊＊

( 0 ． 000)

lnpergdp＊D1
－ 1529＊＊＊

( 0 ． 000)
－ 1474＊＊＊

( 0 ． 000)

lnpergdp2＊D1
333 ． 8＊＊＊

( 0 ． 000)
325 ． 2＊＊＊

( 0 ． 000)

lnpergdp3＊D1
－ 31 ． 43＊＊＊

( 0 ． 000)
－ 31 ． 08＊＊＊

( 0 ． 001)

lnpergdp4＊D1
1 ． 078＊＊＊

( 0 ． 003)
1 ． 088＊＊＊

( 0 ． 003)

lnpergdp＊D2
1295＊＊＊

( 0 ． 000)
1310＊＊＊

( 0 ． 000)

lnpergdp2＊D2
－ 282 ． 4＊＊＊

( 0 ． 000)
－ 276 ． 8＊＊＊

( 0 ． 000)

lnpergdp3＊D2
28 ． 07＊＊＊

( 0 ． 000)
26 ． 58＊＊＊

( 0 ． 000)

lnpergdp4＊D2
－ 1 ． 061＊＊＊

( 0 ． 000)
－ 0 ． 970＊＊＊

( 0 ． 001)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样本 1652 1652 1652 1652
R2 0 ． 656 0 ． 704 0 ． 746 0 ． 741
F 772 ． 2 641 ． 7 330 ． 06 Waldχ

2 = 4551

注: 括号内为 p 值，＊＊＊、＊＊、＊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

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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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6． 75 和 8 分别相当于以 1952 年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约 854 元和 2980 元。

年收入水平较高阶段和 1993 年之后的走势，与世界范围内 1950—1969、1970—1989 两个阶段的走势基

本一致，具有“两波”发展的特征。

对各阶段曲线斜率的计算发现，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波上升阶段出现在人均 GDP 对数为 6． 75 之

前，直到人均 GDP 对数为 8，服务业比重才开始第二次上升①。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进行观察得出，只

有北京、上海、浙江 3 个地区在 90 年代进入了第二波的发展阶段，其它大部分地区的服务业比重是在

2002 年之后才开始再次上升的，这说明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停留在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

段，只有少数地区开始进入以金融、通讯、计算机、法律、技术和商务服务等融入信息技术的现代服务业

为主导的第二波。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做出的判断是: 在地区层面上，从长期来看，我国服务业产出比重是明显上

升的; 剔除 1978 年之前的阶段，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

不断上升”的规律，特别是在 1993 年之后，其走势与世界各国的走势基本一致，具有明显的“两波”模式

特征，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面上并不存在; 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

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

四、中国服务业演进规律的成因: 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 一) 中国服务业演进规律形成原因的一般分析

1952 年至 1977 年，无论在全国层面上，还是在地区层面上，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的关系都呈反

向变化。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对服务业认识的偏误导致其发展长期处于被压制

状态。该阶段的服务业主要是消费性服务业，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种服务是“非生产性劳动”，无法进

入生产领域并最终产生价值。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服务业长期被歧视，这种歧视最直接的表现是理发师

傅、小商小贩等与工人职业之间的巨大反差。第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

展战略是“优先发展工业尤其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这使得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的是工业化发展程

度，工业比重越高的地区，人均 GDP 越高。第三，由于这一期间我国服务业仍以最终消费的传统服务为

主，其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引起了产品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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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对数的 Lowess 回归图

注: 前三图是中国地区层面 1952—1977、1978—1992、1993—2010 阶段的服务业比重走势; 最后为世界各国 1950—
2005 服务业比重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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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越发达的地区，服务业比重就越低。

1978 年至 1992 年，从全国层面看，我国服务业比重有一个快速的上升阶段，这种快速上升是对改

革开放前服务业比重过低的矫正。从地区层面看( 图 2) ，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的关系开始变得明朗，

即两者开始同方向变动，并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规律性。这说明改革开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

使得我国服务业的走势越来越接近于服务业发展的普遍规律。

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关系的变化在 1993—2010 年呈现出了更强的规律性。从全国层面看，中国

服务业比重有一个长期下降的过程，直到 2005 年才开始有所上升，但始终在较低水平上徘徊，这也是中

国服务业发展悖论之说的源头。但从地区层面看，这一期间是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关系最具有

规律性的阶段，两者的正向关系非常明显，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规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可能是我

国多年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果，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促进了我国产业分工的深化和工业企业的服

务外部化，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贸易和投资开放程度的扩大

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服务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了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化，并使得我国服务业发展

与全球经济服务化的一般规律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
( 二) 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国内外关于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一国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市场化水平、城市化进程、

信息化水平等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其它条件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越开放，市场

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水平越高，其服务业发展程度越高。同时，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外向型经济为

主的特征，我们加入表示贸易结构的变量，来考察加工贸易模式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另外，由于劳动

力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要素投入，我们将劳动力投入当作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实证检验的模型如下:

Serit
GDPit

= C + α1OPENit + α2MARKETit + α3URBANit + α4INFORit + α5TRADEit + χLABORit + εit ( 2)

其中，OPEN 表示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用地区的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 URBAN 表示

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MARKET 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用地区

市场化指标得分 [ 13 ]表示; INFOR 是一个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用该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来表示;

TRADE 表示一个地区的贸易结构，用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表示; LABOR 表示一个地区的

服务业人力资本投入情况，用服务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表示。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使

用 2003—2009 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检验。

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我们对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以

相关系数是否大于 0． 8 为标准，解释变量中存在共线性的为 URBAN 和 OPEN 两个变量。为检查多重共

线性的影响，对解释变量逐个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并挑选其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以 T 值为标准) 为

基本变量，进行简单回归，然后运用 Frisch 综合分析法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表 2。

表 2 中的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贸易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这说明

我国近些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有效地促进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贸易结

构变量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不相关，但将贸易结构变量替换为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与地区 GDP 的比值后

发现①，贸易结构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阻碍了我国服务业

①参考肖文、樊文静( 201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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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第二 ，

信息化水平的

提高也对服务

业发展水平有

正向影响，这

是因为信息技

术与现代服务

业具有天然的

耦合特征: 信

息技术的发展

和推广使得某

些服务的存储

和运输成为可

能，降低了企

业对内部合作

的依赖，促进

了服务的远距

离提供和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融合，并催生了大量新

型服务行业，拓展了服务业的外延。第三，城市化水平也显著地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但多元回归中二

者的关系为负向相关 ( 模型 2)。需要注意的是，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高度相关 ( 相关系数为

0． 8345) ，二者都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得出的结果会有偏误。我们单独对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

行回归得出，二者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城市化进程确实促进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演变的长期规律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各阶段的演化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

和实证检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 宏观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服务化的趋

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

的普遍规律，特别是在 1993 年之后，其走势与其它国家的走势基本一致; 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以传统

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二波。对于我国服务业

演化规律的成因，我们认为，1952—1977 年间服务业比重与人均 GDP 反向发展源于认识上的偏误、以

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服务业生产率过低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促进的产业结构市场化调整是

1978—1992 年间服务业的走势越来越接近于一般规律的主要原因，1993—2010 年间我国服务业比重

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是多年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果。利用 2003—2009
年地区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市场化进程、信息化水平、城市化水平都对

服务业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第一，产业政策的制定要以客观认识我国服务业发展所处阶段和存在

表 2 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C 13 ． 61
( 0 ． 163)

13 ． 56
( 0 ． 159)

36 ． 81＊＊＊

( 0 ． 000)
33 ． 63＊＊＊

( 0 ． 000)

7 ． 109
( 0 ． 322)

1 ． 340
( 0 ． 863)

OPEN 0 ．067＊＊

( 0 ． 038)
0 ． 067＊＊

( 0 ． 037)
0 ． 077＊

( 0 ． 014)
0 ． 081＊＊＊

( 0 ． 008)
0 ． 060＊

( 0 ． 062)

MARKET 1 ．677＊＊＊

( 0 ． 006)
1 ． 678＊＊＊

( 0 ． 006)
0 ． 819＊

( 0 ． 070)

URBAN － 0 ．428＊＊

( 0 ． 034)
－ 0 ． 428＊＊

( 0 ． 034)

INFOR 0 ．139＊＊＊

( 0 ． 001)
0 ． 139＊＊＊

( 0 ． 001)
0 ． 134＊＊＊

( 0 ． 000)
0 ． 155＊＊＊

( 0 ． 000)
0 ． 149＊＊＊

( 0 ． 000)
0 ． 101＊＊＊

( 0 ． 009)

TRADE － 0 ．001
( 0 ． 972)

LABOR 53 ． 61＊＊＊

( 0 ． 000)
53 ． 65＊＊＊

( 0 ． 000)
48 ． 82＊＊＊

( 0 ． 000)
51 ． 74＊＊＊

( 0 ． 00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 205 205 205 205 205 205
R2 0 ． 147 0 ． 148 0 ． 320 0 ． 390 0 ． 589 0 ． 584
F 9 ． 28 11 ． 20 22 ． 99 14 ． 93 15 ． 46 12 ． 59

注: 括号内为 p 值，＊＊＊、＊＊、＊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模型 1 对所

有变量进行了回归，模型 2 中剔除了不显著的贸易结构变量，但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故方程拟合结果比较差( R2 较小)。模型 3 至模型 6 运用 Frisch 综合分析法对变量进行了逐个

回归，模型 6 为最优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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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性问题为基础。服务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也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但由于服务业构成庞杂，且不同类型服务业的性质和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差异性较大，服务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与各产业发展规律相适应，才能真正促进服务经济的健康发

展。第二，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信息通讯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打破劳动力流动的

城乡限制，降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互动的制度成本，适当调整“两头在外”的贸易结构，加强国内制造

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从而促进以知识和信息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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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dox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 － Research based on“Two Wave”development pattern

Xiao Wen， Fan Wenj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7 )

Abstract: With the measuring method of the development rule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described in the latest literatur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long － term changing weights and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s service sector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n

regions from 1952 to 2010．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hanging shar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go against servicization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as a whole from the national macro － level．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China  s service

industries and per capita GDP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share of service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rise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t regional level． The so － called paradox in China on service economy does not exist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analysis on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sector and regional disparity show that most regions of China are still in the first

development phase which gives priority to traditional service industry， and only a few regions access into the second development

phase which dominated by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cause of development

rules in China  s service indus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servicization; The paradox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ervice industry;“Two Wave”development

pattern

ECONOM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