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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基础，对要素价格扭曲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探

讨，选取 2002—2014 年中国 30 个地区( 除西藏自治区) 服务业 14 个行业的数据，运用 SYS—GMM 方法，实证

分析了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会对服务业的发展起到抑

制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有效。进一步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

共性服务业后，分别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对三类服务业的影响，结果显示: 要素价格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公

共性服务业的发展影响显著，但对消费性服务业不存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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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 30 年来，众多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越来越迅猛。这体现在服务产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
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达到 70%以上，而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则持续徘徊在 45% 左右。亚当·斯密提出了

服务业的特殊性，在进入 20 世纪后，服务业逐渐成为一个完整概念，慢慢的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Clark 提出著名的“配第 － 克拉克定律”，从本质来说，这个定律来自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Fox
利用统计年鉴对美国服务行业就业量占比上升情况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正是对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和

要素供给的增多，导致服务行业的就业量上涨。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正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政府实施计划经济，对要素流动进行限制，无形中

促使要素价格扭曲。改革开放之后，产品市场在市场化不断完善的同时，要素市场并没有依据市场机

制进行改革。
从 2015 年 11 月 10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可以看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矫正要素配

置扭曲，究其本质，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在供给结构上要全力矫正要素市场

价格扭曲。与此同时，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

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

序、企业优胜劣汰。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本文系统梳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致使大量优质要素不能自由流向服务业，从而使服务业发展受

到限制的理论机制，将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类要素作为研究对象，细分并且探讨以上要素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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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传导路径。
二、文献综述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度方面。汪德华［1］

实证分析了服务业的发展与一国的法律体系和政府的规模密切相关。林毅夫［2］指出剩余产品、社会

对服务产品的需求、服务行业的独立化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决定服务业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
靳涛［3］使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 OECD 和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发现由于存在政府干预，服务业

发展受到限制。姚从容［4］发现在区域发展阶段，政府政策下的产业转移与要素流动的速度不匹配，因

此要素错配导致经济效率低下。2． 供给方面。冼国明［5］发现加大资本投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

素，应该加大对经济中支柱性产业资本的投入，前提就是使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杨玉英［6］认为人

力资本要素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有关键的作用，对人力资本的合理充分运用会推进产业结构

升级。3． 需求方面。郑江淮［7］对居民的不同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了测算，推出消费结构升级的

结论，消费结构升级又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江波和江飞涛［8-9］发现虽然近几年资本要素向第三产业大

量流动，但是由于中国居民消费的需求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导致服务业没有充分发展。4． 城市化方

面。聂辉华［10］从城市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城市化应当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阶段，服务业是现代城

市化的载体，要素流入城市是服务业得以发展的前提。黄益平［11］以上海为例，分析了在科教兴市战

略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核心要素市场，是逐步形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保障和动力。陈永伟［12］从

产业与城市融合的角度对实现新型城镇化进行探究，通过劳动力要素作为产和城的连接点，着重分析

要素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的重要性。5． 产业发展方面。盛仕斌［13］指出产业结构升级与该区域的要素

资源禀赋和配置有相关性。刘志彪［14］通过价值链理论论证，我国制造业虽然已经融入全球价值链，

提供产品和服务给世界上的厂商和消费者，但服务业还普遍没有融入全球价值链。盛誉［15］指出导致

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繁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只有加强改

制，矫正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扭曲，才可以使产业结构优化。6． 要素再配置方面。张月友［16］对

1994—2014 年期间，中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进行了首次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中国

服务业快速增长的背后主要来自于资本的驱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大部分没有体现，资源错配主

要是政府主导的金融垄断的投融资体制及扭曲的劳动要素价格所致。韩江波［17］着重剖析了要素配

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理，认为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是要素配置结构不断革新与演化的过程。
沈坤荣［18］认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

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需求角度、供给角度、城市化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论证要素市场与服务业

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大体划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企业具体行为进行分析，比如

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 FDI 的影响; 第二种情况是从政府政策促进产业变迁的研究，这类文献居

多; 第三种情况是在整体经济层面上，分析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业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本文结合中国国情，在要素价格扭曲对工业发展的研究文献较多的情况下，找寻新视角，研究要

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三、理论传导机制

扭曲理论源自国际贸易理论，在肯斯、俄林等文献中均可以找到扭曲理论方面的论述。要素扭曲其

实从来就没淡出现实经济社会，由于早期经济研究多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

代后，经济学界才开始对要素价格扭曲进行研究。Arellano and Bover［19］提出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一种假设

的状态，真实经济世界中存在外部性、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和垄断，这使得要素价格扭曲很常见。Bond
and Blundell［20］将扭曲理论论述梳理，这意味着扭曲理论的成型。他整理的扭曲理论主要包括: 1． 不完全

市场下的自由放任的次优理论，即在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自由放任并不是最优的政策。这种不完全

市场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是要素市场化不完全，如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第二是产品市场化不充分，如垄

断企业的存在; 第三是消费不充分，如消费信息不对称。2． 悲惨增长理论是指一国人民的收入与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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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反向运动。3．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政府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4． 非经济目标的排序研究。5． 贸易

自由化和封闭式管理的经济利益研究。随着扭曲理论的发展，扭曲理论越来越多的被运用到分析产业发

展问题中，如在市场没有出清的情况下，产业发展没有达到最优配置。
本文讨论的是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根据 Arellano［21］，Lewbel［22］的文章中所提及的要素市场

价格扭曲，是指在要素市场改革不充分的情况下，要素市场价格和要素机会成本产生了偏离。扭曲的

含义是指存在帕累托改善。经济理论上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况包含消费的一般均衡，生产的一般均

衡和社会的一般均衡。

消费的一般均衡为 MＲS1
AB = － dBaA =

MUA

MUB
=
PA

PB
=MＲS2

AB

生产的一般均衡为 MＲS3
KL = － dL

aK =
MPK

MPL
=
PK

PL
=MＲS4

AB

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均衡为 MＲS1
AB =MＲS2

AB =MＲTS3
KL =MＲTS4

KL =
PA

PB
=
PK

PL
=
MCA

MCB
=MＲTAB。由此我们

可以推断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应当为 MＲTSX
AB≠

PA

PB
≠MＲTSY

AB，即生产要素在不同产品之间存在价格

差异。
( 一)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形成的原因

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对生产要素市场进行管制和干涉，如实行金融管控、区域经济管控和行

业管控等。此外，伴随着国企成为地方政府所有，国企的收入也就成为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保障，这

使地方政府会在多方面给予国企优惠政策，诸如低利率、压低地租等。
继 1978 年的简政放权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又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此项改革虽然削弱

了地方政府对国企的优惠幅度，但忽略了国企的所有制问题。此外，分税制是以国家为中心，地方政

府对如何决定税基税率不能进行参议，但其对增加收入有着强烈的需求，所以地方政府对本地国企和

民间企业都予以支持。因为一旦民间企业倒闭，政府就不能从中征税，而政府支持的方式之一就是对

要素市场价格进行人为扭曲。一个地区的产出是地方官员政绩的具体体现，但是产出取决于消费和

投资，而政府可以决定的是投资，所以地方政府会增加招商引资机会。地方政府扭曲要素市场价格的

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方政府扭曲要素市场价格的作用机制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企业进入本

地，拉动经济发展，往往以扭曲土地价格为激励，

这会出现企业超量进入该地区。而其他地方政府

也会纷纷效仿，以扭曲地方土地价格来刺激更多

的企业进入，这在无形中加深了地方政府间的恶

性竞争，从而又会促使新一轮经济竞赛。
1． 土地市场产权关系不明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土地流转最优配置

的基础是产权明晰，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城

市化的推进，农村大片土地被作为城市用地，出现

产权模糊问题。另外，农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

有，在被均摊后每个人拥有使用权。乡政府就可以以集体制的名义将土地随意出售。在城市，土地要

素被不止一个行政部门控制，与此同时，土地买卖的收入归地方财政收入，不归控制城市土地的行政

部门所有，当然会形成对城市用地数量调控的任意性。
2． 政府干预资本市场运行

当下中国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政策对金融机构有很大的控制力，不仅可以控制金融机构资

金去向，还可以控制贷款企业的贷款成本。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接管中央的权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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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导致很多金融机构不能进行直接管制，其子机构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控制。
虽然国有银行的分行有配置资金的权利，但是在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下放过程中会由于多方面因素

被地方政府掌控。地方行政机构为了政绩突出化，会对金融机构的资本要素价格进行扭曲，使贷款企

业的金融成本下降。二是地方政府与银行机构相互依附。各地融资机构为了增加业务量会尽力争取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随着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借贷业务的逐年增多，大多数地方政府需要通过

税收和土地出让来还款，这就会加深要素价格扭曲。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被地方政府所控制，这就促

使资本要素价格扭曲，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会利用职权要求银行低利率贷款给企业。地方政府干

预的行为是造成资本市场不能充分配置资本要素的原因之一。
3． 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市场流通

劳动力价格扭曲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这与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户籍制度

有很大关系。户籍制度致使城市和农村经济的两级分化，农村大量劳动力在土地流转之后进入城市，

城市为了缓解本市就业压力，会制定各种歧视性的政策来抑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与此同时，城市企

业会在政府制定歧视政策的情况下实施低工资措施来获取剩余劳动力，进而为自己获得利润，为地区

增加经济产出，而政府会因为考虑到政绩而不对企业的此类措施加以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要素市场慢于产品市场改革的现象，这是

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在以考察地区 GDP 为衡量政绩的标准时，为了让该地区经济增长，会对当地要素

市场的定价和分配进行管控。
( 二)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价格出现扭曲会使价格信号失去作用。要素市场

价格扭曲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土地要素

本文系统梳理了要素市场扭曲使服务业发展受到限制的理论机制，分别探究土地要素中的可耕

地、工业用地和服务业以及环境。
① 可耕地、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方面。中国在财权与政权分离的情况下，各个地区政府间的相

互竞争很大程度上对地方政府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增加了地方政府巨大的发展经济的动

力和追求政绩成效的热情，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已经表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为当地重工业在使

用土地时需要垫付的土地要素价格上进行人为压低，使得中国土地要素价格很大程度上变得扭曲。
这种扭曲土地要素价格是以压低工业用地地租来增加各种形式的投资。我国土地市场是按用途分价

格的，不仅有服务业的招标拍卖市场，还有以工业用地的共谋合同。就土地市场而言，地方政府对待

工业用地采用财政相机抉择的方式出让土地; 政府对于服务业，采取市场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
我们可以把服务业用地看作是受到政府控制的有限资源，则服务业的土地供应曲线是垂直的，相应的

土地需求曲线完全缺乏弹性，随着服务业用地数量需求的上涨，地价上涨极快。相反，工业用地的供

应曲线是水平的，为了可以对比，我们假设工业土地需求完全富有弹性，在工业用地的地价表现上，随

着需求增加，地租稳定，几乎不变。由此可得，服务业用地价格扭曲会抑制服务业的发展。
② 环境要素。对造成外部污染的企业进行惩罚的措施有 3 种: 第一是政府对产生负外部性的企

业进行庇古税征收，使产生外部性的边际成本等于所征收的庇古税，或者对受到外部性干扰的企业进

行补贴，补贴值也等于产生外部性企业的边际成本; 第二是明确产权; 第三是对破坏环境的企业行政

监管。
对于第一种措施，征收环境税这一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实施，中国直到 2013 年才正式

出炉环境资源税。中国在对资源价格的收取上只包含开发的成本，并没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行补

偿。对于第二种明确产权的措施，在政府信息不充分的时候，难以确定产权，更何况或许明晰产权所

产生的交易费用比在清除负的外部性之后得到的收益还要多。对于第三种措施进行管制，政府为了

政绩，会以降低本地区的环境管制要求来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本地。与此同时，对现有的环境污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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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企业管制力度不够。
服务业相比于工业对环境污染较少，更多投机者也会因为地方政府对环境监管不严，选择污染环

境多却不必受到处罚的工业，而非服务业进行投资，因此，环境要素价格扭曲影响服务业的发展。
2． 资本要素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表现为服务业相比于工业不容易从银行贷款。一方面，中

国人民银行通过地方支行对银行贷款再分配，而地方分行与地方政府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地方政府

会对银行贷款政策进行政策指示; 另一方面，服务业中消费者服务业的一个特征是即买即用，这就促

使其难以进行规模生产，而工业的明显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进而增加地区 GDP 值，当地政府会使银行

做出有利于工业贷款的政策，而服务业贷款相对工业则较难。
3．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主要是城市和农村扭曲以及行业的扭曲。这些区别的背后是因为存在阻碍劳

动力跨区域、行业和部门的政策。在城市和乡村扭曲方面，当地政府依然对户籍有严格地管制，尽管近些

年很多地方的户籍制度有所宽松，但是很多城市还是会出于对本地劳动者就业保护，制定相应措施阻碍

外来劳动力。行业扭曲表现形式是同种工作不同工资、福利。我们国家在实行土地流转制度后，农村出

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不需要熟练技能或对高技能要求少的工业行业，

很少可以在短期进入服务业，尤其是有助于经济质量增长的生产性服务业，雇佣他们的企业在可以支付

低工资的同时得到额外利润，进而城市投资风会进一步刮向这些行业，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四、实证分析

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因此，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化可能较为缓慢，因为

一个行业本期的产出一般会受到上一期该行业产出的影响，所以本文为检验要素市场扭曲对服务业

发展水平影响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参照张杰［23］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yikt = α0 + γyik，t －1 + α1 factdiskt + β'·珗Zikt + εikt ( 1)

其中，yik，t － 1表示因变量的滞后一期项，γ 表示与因变量滞后一期项相对应的系数，εikt表示误差干

扰项并包含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i、k 和 t 分别表示行业、省份和年份，因变量 yikt表示 k 省第 t 年 i 行

业就业人数占该省总就业的比重，核心解释变量 factdiskt表示 k 省第 t 年的要素扭曲指数，α0，α1 分别

表示截距项和与要素市场扭曲指数相联系的系数，β' = ( β1，β2，β3，β4，β5，β6 ) 表示与控制变量相联系

的未知参数向量，珗Z'ikt = ( fdizbikt，itrazbkt，gdppkt，gdpp
2
kt，urban，rdzbikt ) 为控制变量向量。

本文实证模型选取 2002—2014 年 30 个地区( 除西藏自治区) 服务业 14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动

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的因变量是各省服务业

分行业的从业人员占该省总就业人数比重，我们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各个省

份统计年鉴等相关统计数据。我们选取的年份为 2002—2014 年，因为中国从 2006 年才编写《中国第三

产业统计年鉴》，故早期服务业的统计数据缺乏。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

鉴》相应的年份所对应的数据中计算出各个省份 2002—2004 年的服务业 14 个行业的就业比重。
在模型中，应当观察自变量 factdiskt的系数和显著性。由于我们国家出于对政绩的追求，实行对要

素市场计划制度，即管制部分要素市场来促进地方 GDP 增长，这会使要素市场相较于产品市场没有

充分进行市场化。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定方法有生产函数法: Ｒam［24］、Ｒiddle［25］; 随机前沿技

术分析法: Atkinson［26］、岳希明［27］; 影子价格法: 朱喜等［28］。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在选择如何测量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会对文章研究结果有重要影响。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

曲程度进行测算，例如，Parker［29］使用影子价格模型实证分析 1985 至 1991 年中国省际层面的国有建

筑业要素扭曲现象，发现除工资扭曲有所缓解，资本、土地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均存在加深，此外，资本

价格扭曲还有所上涨。盛仕斌和徐海［30］采用生产函数法，发现企业要素的边际报酬高于要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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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边际报酬大于边际成本，企业决定工人的工资，可以得知中国垄断厂商存在一定的要素价格扭

曲，其中工资的扭曲高于利率的扭曲程度。基于当下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相较于产品市场化改革不

充分的情况，我们采用张杰的方法，省要素价格扭曲指数 = ( 该省产品市场发育指数—该省要素市场

发育指数) ∕该省要素市场发育指数。由公式可知，当要素价格扭曲指数越大时则扭曲程度越大，如

果此值小于零，则说明要素市场化进程快于产品市场化进程。数值选取从 2002 至 2014 年，数据来源

于樊纲等［3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5 年报告》。本文的因变量是各省服

务业分行业的从业人员占该省总就业人数比重。
行业 FDI 占比( fdizbikt ) 。虽然中国在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外商直接投资在我

们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各个省份的不同行业在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上

差异较大。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政策导向，导致东南部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大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工

业利用外资比例较高，而服务业相对工业则利用外资较少，这些地区和行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外资的

影响，所以本文将选择各个省份服务业的分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占该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其

中一个控制变量。
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 GDP 比重( itrazbkt ) 。从行业的出口额可以看出该行业所面临的出口需求的大

小，出口需求大会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供给，产出也随之增加。所以可以看出该行业增加值占比与就业

增加值占比一定也会上升，由于服务业 14 个行业出口缺失，我们选取 30 个省份工业子行业的出口额占

该省产值的比重来代替。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所以我

们选取工业出口额代替服务业是合理的。工业产品出口额越大，则服务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人均 GDP 与人均 GDP 的平方( gdppkt，gdpp

2
kt ) 。纵观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的发展都与人均产出有非线性函数关系，当一国人均产出小于某个值时，服务业产出增加占比的增速

缓慢，但是人均产出过了这一值时，服务业会快速发展。
城市化水平( urbankt ) 。城市是服务业的载体，城市化是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象征，所以选择城

市人口占全省人数之比作为城市化指标。
科研创新强度( rdzbikt ) 。我们知道，如果该行业的科研创新能力越强，则这个行业的生产率就会

上升，所以本文将行业科研能力作为控制变量。但是服务业分行业的科研创新的经费我们没办法查

明，所以选取服务业分行业的从事科研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比重作为该项指标。
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服务业各个行业产出的增加值占整个经济增加值的

比重增加; 第二是服务业子行业就业量占整个服务业就业量比重的增加。本文遵循江小涓［32］、雷

鹏［33］的做法，选择服务业子行业的就业量占比作为服务业的发展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其他解释变量的处理。在处理行业 FDI 占比过程中，现有的各种统计年鉴存在各个省份服务业

14 个行业的利用外资额。另外，在计算行业研究开发强度时，服务业 14 个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数据来

自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人均 GDP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市化水平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表 1 是数据统计。

表 1 变量说明和统计特征描述

变量名 变量解释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各省服务业一位数行业占 GDP 比重 5 469 8. 284 1. 283 9 0. 732 13. 31
factdis 要素价格扭曲指数 5 460 7. 142 1. 876 0. 438 18. 17
GDP 人均 GDP 390 4. 678 3. 063 3 3. 132 13. 990
fdizb 行业 FDI 占比 5 469 5. 034 6. 090 8 1. 2 22. 3
itrazb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 GDP 比重 14 040 13. 819 2. 75 0. 018 30. 31
urban 城市化水平 390 8. 54 3. 63 0. 462 14. 69
rdzb 研究开发强度 5 460 4. 537 3. 994 0. 15 28. 19
GDP2 人均 GDP 平方 390 11. 638 7. 813 0. 882 3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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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式( 1) 中引入控制变量较多，所以在回归之前对各变量相关系数进行计算。表 2 显示各个影

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 0. 5，这说明回归方程的各个变量相关性不严重，对最终结果不会产生

影响。

表 2 各个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名 lnfactdis lngdp lnfdizb lnitrazb lnurban lnrdzb
lnfactdis 1
lngdp 0. 136 7 1
lnfdizb 0. 052 7 － 0. 083 5 1
lnitrazb － 0. 016 3 0. 060 2 0. 072 94 1
lnurban 0. 032 5 － 0. 051 8 0. 093 5 0. 038 2 1
lnrdzb － 0. 042 7 0. 063 8 － 0. 024 1 － 0. 162 8 0. 042 7 1

如表 3 中，模型 1 ～ 4 是对动态面板方程( 2) 的估计，由于方程( 2) 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存在因变

量的一阶滞后项，所以存在内生性问题，为克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内生性及其他解释变量的内

生性问题，Arellano and Bond 提出了 DIF-GMM( 差分广义矩估计) 方法，首先对式( 1) 做差分处理，消除

了内生性问题，得到方程:

Δyikt = γΔyik，t －1 + α1Δfactdiskt + β'·Δ珗Zikt + Δεikt ( 2)

表 3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lny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DIF-GMM SYS-GMM DIF-GMM SYS-GMM

lnfactdis － 0. 046 3＊＊

( 0. 021 5)
－ 0. 062 8＊＊＊

( 0. 020 4)
－ 0. 032 9＊＊

( 0. 014 6)
－ 0. 029 7＊＊＊

( 0. 0102)

lngdpp － 0. 312 0
( 0. 341 6)

－ 0. 458 3
( 0. 351 0)

－ 0. 205 7*

( 0. 113 8)
－ 0. 151 9*

( 0. 089 1)

( lngdpp) 2 0. 308 4＊＊

( 0. 146 3)
0. 105 1＊＊

( 0. 044 5)
0. 095 6＊＊

( 0. 043 9)
0. 062 8＊＊

( 0. 029 6)

lnfdizb － 0. 062 3＊＊＊

( 0. 012 9)
－ 0. 053 4＊＊

( 0. 022 1)

lnitrazb － 0. 057 9＊＊

( 0. 023 6)
－ 0. 072 5＊＊＊

( 0. 021 6)

lnurban 0. 045 6＊＊

( 0. 020 3)
0. 054 1＊＊

( 0. 025 5)

lnrdzb 0. 043 5*

( 0. 025 2)
0. 036 7＊＊

( 0. 016 5)

lny 0. 654 3＊＊

( 0. 301 2)
0. 513 5*

( 0. 290 7)
0. 432 6＊＊

( 0. 179 8)
0. 321 5＊＊＊

( 0. 084 8)

常数项
0. 513 3＊＊

( 0. 228 1)
0. 276 5＊＊

( 0. 127 8)

AＲ( 1) － P 值 0. 043 8 0. 017 9 0. 006 5 0. 009 2
AＲ( 2) － P 值 0. 309 2 0. 432 5 0. 257 7 0. 536 2
Sargan 检验 5. 26 7. 38 4. 74 6. 35

Sargan
检验 P 值

0. 315 2 0. 193 1 0. 236 3 0. 928 3

说明: ln 表示取自然对数，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误，＊＊＊、＊＊和
* 分别表示参数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然后选取因变量的第 1 期一直

到 T － 2 期的因变量作为方程( 2 ) 因

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进

行 GMM 估计。DIF-GMM 估计法的

好处有两点: 一是取差分后能够消除

掉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和个体

非观测效应，从而能够部分地解决遗

漏变量问题; 二是可以消除自变量与

因变量互为因果关系中的逆向因果

关系，从而可以消除自变量与因变量

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 上 文 提 及 的 Arellano and

Bover［19］、Blundell and Bond［20］ 的 文

章中，研究发现，当 γ 趋近于 1 以及

随机干扰项中的个体效应的方差比

与个体和时间都无关的随机干扰项

的方差增加得更快时，DIF-GMM 方

法中选取的工具变量将变得很弱，从

而使 DIF-GMM 法得到的参数估计量

的有限样本性质较差，特别当时间跨

度较小时，估计 结 果 存 在 严 重 的 偏

误。因此，他们提出了 SYS-GMM( 系

统广义矩估计) 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 将差分 GMM 和水平 GMM 结合在

一起) ，这样做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

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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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系数 β'( 因为系统 GMM 包含对水平方程的估计) 。
具体做法是在 DIF-GMM 方法选取的工具变量的基础上再选取因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 Δyik，t － 1

作为水平方程中因变量滞后项 yik，t － 1的工具变量。SYS-GMM 方法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

的信息，比 DIF-GMM 更有效并且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DIF-GMM 和 SYS-GMM 的估计结果分别

见表 3 中的模型 1 ～ 4。
DIF-GMM 和 SYS-GMM 要求( 2) 的残差项可以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性，但是不能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性。检验结果如表 1 ～ 3 所示，AＲ( 2) 的结果显示模型 1 ～ 4 中二阶序列相关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回归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负，所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有抑制作用。除此之外，人均 GDP
的平方的系数仍然为正，因变量与人均 GDP 仍然为“U”型函数关系，这验证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密切

相关。综上所述，由表 3 可知，在 4 个模型中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指数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要素

价格扭曲的确会阻碍我们国家服务业的发展。
考虑要素价格扭曲对不同行业发展影响的作用不同，所以本文根据盛龙和陆根尧［34］对服务业行

业的分类，将 14 个服务业行业归类分为 5 个生产性服务业、5 个消费性服务业和 4 个公共性服务业，

分别进行系统 GMM 的回归分析。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

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属于消费性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属于公共性服务业。

表 4 要素市场扭曲对服务业分行业发展水平影响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 公共性服务业

lnfactdis － 0. 056 4＊＊

( 0. 042 1)
－ 0. 073 5＊＊

( 0. 027 3)
0. 042 5＊＊

( 0. 025 7)
0. 029 4＊＊

( 0. 052)
－ 0. 047 4＊＊

( 0. 025 8)
0. 047 3＊＊

( 0. 064 8)

lngdpp － 0. 163 7
( 0. 204 5)

－ 0. 384 7
( 0. 326 3)

－ 0. 301 2
( 0. 410 7)

－ 0. 417 4
( 0. 420 6)

－ 0. 131 2
( 0. 315 2)

－ 0. 435 2
( 0. 257 3)

( lngdpp) 2 0. 728 4＊＊

( 0. 184 9)
0. 142 9＊＊

( 0. 583 2)
0. 639 1＊＊

( 0. 105 1)
0. 214 7＊＊

( 0. 302 1)
0. 259 8＊＊

( 0. 127 1)
0. 293 6＊＊

( 0. 167)

lnfdizb 0. 027 3＊＊＊

( 0. 036 4)
0. 074 1＊＊

( 0. 025 7)
0. 054 7＊＊

( 0. 013 7)

lnitrazb 0. 071 6＊＊＊

( 0. 025 2)
0. 045 5＊＊

( 0. 023 7)
0. 032 6＊＊

( 0. 036 5)

lnurban 0. 013 6＊＊

( 0. 046 3)
0. 027 6＊＊

( 0. 015 3)
0. 048 3＊＊

( 0. 036 4)

lnrdzb 0. 038 2＊＊

( 0. 018 35)
0. 035 1＊＊

( 0. 034 82)
0. 042 7＊＊

( 0. 067 34)

lny 0. 737 5＊＊＊

( 0. 083)
0. 274 9*

( 0. 014 9)
0. 951 2＊＊＊

( 0. 075 8)
0. 427 4*

( 0. 305 2)
0. 586 3＊＊＊

( 0. 071 3)
0. 425 3＊＊

( 0. 078)

Arellano-Bond AＲ( 1) 0. 254 8 0. 468 2 0. 466 1 0. 396 7 0. 236 6 0. 117 5
Arellano-Bond AＲ( 2) 0. 724 3 0. 218 0 0. 439 6 0. 605 9 0. 337 1 0. 568 7

Sargan 检验 7. 14 5. 12 6. 38 8. 12 2. 35 8. 82
Sargan

检验 P 值
0. 358 2 0. 128 1 0. 257 3 0. 916 3 0. 367 2 0. 746 3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 2) 2 ～ 7 行表中所列的为各变量在模型中的系数
值，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3) Arellano-Bond AＲ( 1) 和 Arellano-Bond AＲ( 2) 中所列的一介和二介序列相关的 P 值。

表 4 表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 14 个服务业行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

发展的回归结果。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生产别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作为一种中间产品而生产最终

—501—



张建平，李 杏 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产品和服务。消费性服务业则是为满足人们最终需求而存在的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是各部门合

作，为保障公民利益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业。从表 4 可以看出，这 3 个样本的系统 GMM 回归结果存

在较大的差异。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指数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负向作用显著，这说明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生抑制。服务业中的消费

性服务业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指数对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有正向作用，表明要素市

场价格扭曲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不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中的公共性服务业的样本回归结果显

示: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指数对公共性服务业的负向作用显著，这说明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公共性服务

业的发展产生抑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将 14 个服务业行业分成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进

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究其原因，这可能是产业性质不同造成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在

进行生产活动时需要大量的中间投入品，这就需要各种要素的再次投入，在第一次要素价格扭曲的基

础上，增加的要素会在价格上继续存在扭曲，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更为严

重的抑制。而对于消费性服务业而言，本身是面向社会最终需求的行业，不存在中间要素价格扭曲，

与此同时，消费性服务业准入门槛低，对要素的质量要求不高，所以当要素价格扭曲时，可以利用低质

量要素进行生产，因此，要素价格扭曲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较小。相对于消费性服务业，公共服务

业被要素价格扭曲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大，因为公共性服务业主要涉及社会服务和环境能源要素方面

的供给，如上文所述，能源、环境等要素价格扭曲严重，国家对公共服务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城乡

二元化的存在加重了经济两级化，这些扭曲共同导致公共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抑制。
五、结论与启示

虽然我们国家在 2013 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已经超过工业增加值占比，但和发达国家服务业的

发展过程相比较，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过程仍旧很缓慢。由于综合因素，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非

对称改革导致中国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扭曲，同时，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要素的

投入，在充分使用各种要素时才会促使服务业的发展更加健康。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发达国家服务业

发展相比，还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选取 2002—2014 年除西藏外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14 个服务

行业的面板数据，依次采用静态与动态面板分析中国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通过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是中国特有产业结构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不利于服

务业的增长，虽然在 2013 年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总产出占比首次超过工业，但是同其他发达

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够。除此之外，本文也发现要素市

场价格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发展有抑制作用，对消费性服务业不存在明显的

抑制作用。
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增速下行的阶段，为了稳步进入经济新常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全面

升级，应当加强对要素市场化的建设，在仔细厘清要素市场价格的同时，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为不

同产业和行业创造一个公平而完善的市场。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技术创

新和人力资本将会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劳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

得把完善劳动市场作为支持未来经济长久发展的基础，发挥中国的人口红利的优势，促使中国成为经

济强国。第二，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为了保证收入均衡，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加快城市化进

程，国家应该尽快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增长。第三，推进利

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政府对金融发展的管制，使资本价格扭曲，从而使工业贷款利率低，小微服

务业贷款利率高，这会导致对工业行业过度投资引起工业产能过剩，非国有的经济部门，比如消费

性服务业，本来该有的经济地位和权利得不到体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银行对国有企业和大型工

业的政策偏爱，最终使服务业发展不足，因此，必须加紧资本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形成，让资本运作行

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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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factor market price distor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ZHANG Jianping1，LI Xing2

( 1．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part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the price reform in China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espe-
cially when the factor of price has yet to realize the marketization，and when it is lower than the market equilibrium price in the
very great degree．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in reducing factor market efficiency also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Based on the above perspective，this paper takes three elements of land，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price dis-
tortion as the foundation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selecting the data of 14 industries from 30 areas of China from 2002 to 2014 (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
gion) ，using SYS-GMM method，this paper has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factor market price distortion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followings are the results: the Chinese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will play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after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the results remain robust and effective． When
the influence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on these three kinds of services is tested after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consumer service，the producer service and the public service，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the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and the public service，while the impact on the consumer
service does not exist．

Key words: factor market price distortio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SYS-GMM; producer service;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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