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以西部 9省市（具体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995 耀 2005年服务业实际外商直

接投资（FDI）额为基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省市服务

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的动态影响。本文中

的数据来源于西部 9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

鉴》。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模型

1. 研究方法。本文以各省市服务业 GDP为因变量、服务

业 FDI 为自变量。为消除异方差性，对变量作了对数变化，利

用 Eviews5.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与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即无个体影响的不变

系数模型、含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变截距模型）、含个

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本文采用通用的协方差分析法进行检

验，它是通过两个 F检验来完成的：

H0：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不同。

H1：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相同。

检验 H0的 F统计量定义式为：

F0= {（S2-S1）/［（N-1）K］}/{S1/［NT-N（K+1）］}=

F［（N-1）K，NT-N（K+1）］ （1）

检验 H1的 F统计量定义式为：

F1={（S3-S1）/［（N-1）（K+1）］}/{S1/［NT-N（K+1）］}=

F［（N-1）（K+1），NT-N（K+1）］ （2）

借助 Eviews5.0软件可以求得：S1=14.002，S2=16.262，S3=

288.09。

由此得到，F1=99.08跃F0.05（16，81）=1.75，所以拒绝 H1；对

H0进行检验得到：F0=1.635约F0.05（8，81）=1.85，所以接受 H0，

采用含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变截距模型。

2. 研究模型。为了反映我国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

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服务业 GDP为被解释变量、服务业

FDI及其滞后值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InGDPit=茁1+茁2InFDIit+滋it （3）

InGDPit=茁1+茁2InFDIit+茁3InFDIi（t-1）+茁4InFDIi（t-2）+滋it

（4）

其中：i表示各省市，t表示时间。

模型（3）主要说明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短期

效应，模型（4）主要说明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长

期效应。考虑到我国于 2001年加入WTO，服务业开放程度

有了较大的提高，因此分为 1995 耀 2001年和 2002 耀 2005年

两个阶段，以分析不同时间段的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 GDP

的不同影响。

二、实证分析

1. 短期拉动效应。利用模型（3）对 1995 耀 2001 年、2002 耀

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以看到，两个阶段的 R2均较大，超过了 0.9，

且各回归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具有较好的解释功能。

其中，1995 耀 2001年，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负

效应，服务业 FDI每增长 1%，服务业 GDP 下降 0.1%；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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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西部 9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根据研究

结论对我国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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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nGDP

1995耀 2001年 2002耀 2005年

InFDI -0.1 渊-2.27冤 0.193 5 渊4.763 1冤鄢 鄢

四川-c

重庆-c

甘肃-c

贵州-c

青海-c

陕西-c

云南-c

宁夏-c

新疆-c

DW统计量

F值

样本数

R2

茁1的估计值

0.592 8

1.408 5

-0.218 5

-0.402 3

-0.896 7

0.610 7

0.522 4

-1.567 5

-0.057 5

0.910 7

0.895 2

0.327 5

58.9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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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7 6

0.307 3

-0.178 5

-0.126 2

-0.742 3

0.222 3

0.281 3

-1.161 8

0.520 5

0.964 5

0.952 2

2.364 7

78.50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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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括号内的数值为 t统计值袁鄢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袁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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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耀 2005年，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服务业 FDI每增长1%，服务业 GDP增长 0.193 5%，这说明

随着我国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进程的加快，服务业 FDI对服

务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由负转为正。

从具体的省市来看，四川、甘肃、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的

服务业 FDI对其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其中：1995

耀 2005 年对四川的经济拉动效应从 0.592 8 变为 0.877 6，

对新疆从-0.057 5变为 0.520 5；但重庆、陕西、云南的服务业

FDI对其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却具有负效应，这说明即使加入

WTO，服务业 FDI也没有给这 3个省市的服务业经济增长

带来正效应。

2. 长期拉动效应。模型（4）以服务业 FDI 的滞后值作为

自变量以分析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结

果如表 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两个阶段的 R2均较大，F值也较大，

各回归系数基本显著，具有较强的解释功能。1995 耀 2001 年，

滞后一期的服务业 FDI每增长 1%，服务业GDP增加 1.1807%，

这一正效应较为显著；但是滞后两期的服务业 FDI 每增

长1%，服务业 GDP下降 0.173 1%。2002耀2005年，滞后一期的

服务业 FDI每增长 1%，服务业 GDP下降 0.868 1%，为负效

应；滞后两期的服务业 FDI 每增长 1%，服务业 GDP 下降

1.381 9%。这说明具有滞后期的服务业 FDI并没有长期的经

济拉动效应。

从具体的省市来看，除了新疆、甘肃、贵州的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正效应，以服务业 FDI滞后

值作为自变量的其他 6个省市的服务业经济不但没有被拉

动，反而具有不同程度的负效应。究其原因，新疆等省地处边

境，有的适合发展边境贸易，有的具有服务业 FDI发挥拉动

效应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而其他西部内陆省市，服务业 FDI

对服务业经济拉动缺乏长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地

区的投资环境，增强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的拉动效应。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部 9省市服务业 FDI对服务

业经济有一定的拉动效应，但是短期效应强于长期效应。从短

期看，1995耀2001年，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负效

应，而在 2002 耀 2005年，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

正效应；而且服务业 FDI对大多数西部省市服务业经济增长

都有一定的正效应，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西部 9省市

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的拉动效应更强。从长期看，1995 耀

2001 年，滞后一期的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正效

应，而滞后两期的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却有负效应；

2002耀 2005年，具有滞后期的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

具有负效应。从具体省市来看，服务业 FDI只对新疆、甘肃等

少数省份的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在其他各省市均为

负效应，地域差异较大。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从以上分析可知，2001年我

国正式加入WTO，履行了逐渐开放的承诺，服务业 FDI对服

务业经济拉动的效应由负变正，这说明了服务业 FDI对服务

业经济的拉动效应与服务业开放程度有关。因此，我国西部地

区应顺应时代要求，逐渐提高服务业开放程度，扩大服务业开

放领域，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研发中心，以带动西部地区研发水

平的提高。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与外商的合作，学习

外商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的素质，以促进

整个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经济软环境。据研究，目前

投资环境仍然是 FDI流向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西部地区的

基础设施一直较为落后，政策等软环境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

外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西部地区要营造一种便利、快

捷、公平的市场环境，保持吸引外资的持续性以及政策措施的

连贯性，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

使西部地区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有更长期的拉动效应。

3. 进一步调整服务业 FDI 的流向。由于地理条件的限

制、经济基础的薄弱，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率一直都处于较低

水平，外资的流向也一直集中在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密

集型行业的外资比重则相对较低。因此，需要利用相关政策积

极鼓励和引导外资流向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加强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经济的拉动效应。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促

进城乡协调的机制与模式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07bjy122冤部分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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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nGDP

1995 耀 2001年 2002耀 2005年

InFDI 0.005 4渊0.454 7冤

1.180 7 渊7.475 0冤

-0.173 1渊-1.373 1冤

茁1的估计值

0.545 8

0.396 7

-1.247 6

-2.067 9

-0.051 9

0.925 5

1.832 6

-0.051 9

-0.317 5

0.998 8

0.998 6

1.906 6

2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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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3 2

0.009 6

-0.073 1

-0.017 6

-0.410 4

-0.115 7

0.103 6

-0.853 0

0.993 6

0.987 2

0.963 7

3.600 0

42.109 6

18

AR（1）

AR（2）

鄢

0.484 2渊4.861 3冤

-0.868 1 渊-3.488 3冤

-1.381 9渊-2.933 4冤

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