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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课题组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

原因和发展趋势分析

自上世纪 90 年 代 中 期 开 始 ,

我国持续出现货物贸易顺差。由于

外贸出口和国内供给结构是长期

形成的, 而政策传导又有一定的滞

后期 , 因此 , 贸易顺差仍将持续一

段时间。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大背

景下 , 我国的国际收支调整 , 不应

单纯追求绝对收支平衡 , 而应以促

进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放慢外汇

储备增速为目标。

一、近年我国贸易顺差的若干

特征

从 1978 年~1994 年 , 我国外

贸顺差和逆差交替出现 , 基本没有

出现持续的外贸收支不平衡。此

后, 在外贸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

同时, 我国已连续 13 年保持贸易

顺差 , 且顺差规模呈逐渐扩大趋

势 , 特别是 2005 年和 2006 年 , 外

贸 顺 差 更 是 高 达 1019 亿 美 元 和

1775 亿美元 , 贸易不平衡问题日

益突出。

事实上 , 近年来 , 我国贸易顺

差所占比重并没有出现显著上升 ,

即使是贸易顺差额创历史新高的

2006 年, 贸易差额在贸易总额中所

占比重也仅为 10.1%, 低于 1997 年

和 1998 年的水平 , 基本上处于国

际公认正常水平 10%的上限。显

然, 我国贸易顺差迅速扩大, 在一定

程度上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

出口总规模迅速扩大有一定的关

系。

从贸易方式、外贸企业性质和

贸易伙伴等方面看, 我国贸易顺差

结构有以下特点:

一是从贸易方式看。尽管近两

年我国一般贸易顺差显著扩大 , 但

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发

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发挥劳动力成

本低廉优势、扩大就业和参与国际

分工的重要举措。由于加工贸易具

有两头在外的性质, 必然会产生贸

易顺差, 其贸易顺差额也正是国内

加工的增值部分。2003 年以后, 加

工贸易顺差规模迅速扩大 , 还与加

工贸易产业链条延长和国内增值

率提高有关。2005 年以前, 一般贸

易并未出现持续、高额的顺差 , 但

2005 年和 2006 年 , 一般贸易顺差

出现了明显扩大的势头。这种情况

同国内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和部分

行业产能扩张有关。一方面, 原来

需要进口的产品国内可以生产 , 从

而产生了进口替代效应 ; 另一方

面, 过剩产能在国内面临市场需求

不足必然到国外寻找出路 , 从而造

成一般贸易顺差扩大 , 如钢材出口

金额 2005 年、2006 年分别比上年

增长了 57%、101%。不过 , 即使是

2006 年一般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

的 831.4 亿美元 , 一般贸易顺差仍

不及当年加工贸易顺差 1888.8 亿

美元的 50%。

二是从企业性质看。外商投资

企业作为顺差主要来源的趋势愈

发明显。2000 年, 外资企业顺差为

22 亿美元, 不及全部顺差的 10%。

2005 年以来, 外商投资企业顺差已

超过全部顺差的 50%, 2006 年更是

高达 912 亿美元。近年来 , 对我国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跨

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进行的 , 由此

导致外资企业顺差的迅速增长。

三是从贸易伙伴看。我国贸易

差额的地区结构日益强化 , 表明我

国近年来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

分工中去。一方面, 我国与东亚和

欧美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 , 欧

盟、美国和我国香港是我国贸易顺

差的主要来源地 , 而东亚和东南亚

地区 , 包括我国台湾、韩国、日本、

东盟则是贸易逆差的主要发生地;

""

""""""""""""

观察与思考

24 《            》



2007 年第 8 期

HONG GUAN JING JI GUAN LI

宏观经济管理

另一方面, 我国与这些经济体的三

角贸易关系不断加强 , 如 , 与美国

和 欧 盟 的 顺 差 分 别 由 2000 年 的

298 亿美元和 74 亿美元大幅上升

到 2006 年 的 1443 亿 美 元 和 917

亿美元。又如 , 与我国台湾和韩国

的逆差分别由 2000 年的 205 亿美

元和 119 亿美元大幅上升到 2006

年的 664 亿美元和 452 亿美元。

二、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

原因

1. 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和新

一轮国际分工

从 90 年代开始, 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 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开始形

成。在制造业中, 发达国家只保留有

关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产品和环节 ,

而将其他非核心产品、制造环节特

别是组装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

其中, 很多转移是通过跨国公司境

外投资方式完成的。东亚地区形成

了全球的生产中心, 而我国是承接

制造业转移的一个最重要国家。反

映在顺差方面, 首先 , 我国与欧美、

东亚之间的分工关系日趋强化 , 即

东亚地区上游生产品向我国出口 ,

对我形成顺差, 而我国组装生产的

最终产品销往欧美市场, 又对其形

成顺差; 其次, 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很

大程度上是通过外资企业进行的 ,

反映为外资企业对总顺差的影响不

断扩大。这些情况充分表明: 我国外

贸顺差的产生和持续扩大, 是全球

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和新一轮国际分

工的必然结果, 也是我国顺应经济

全球化趋势、依托自身产业和劳动

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由于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

展阶段, 国际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将

继续向我国转移, 从而决定了我国

外贸顺差将长期存在。

2. 发达国家服务业优势和服

务贸易顺差不能抵补其货物贸易

逆差

新一轮国际分工还体现在制造

业与服务业的分工上。目前, 欧美日

等发达经济体已形成了以第三产业

为主的经济结构, 发达国家在服务

贸易特别是高端服务业方面, 如金

融、现代物流、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

很强的竞争力, 表现为服务贸易持

续具有较大规模的顺差。由于服务

贸易本身可交易程度较低, 加之市

场准入和开放程度有限等因素 , 发

达国家服务贸易顺差远不能抵补其

在货物贸易方面的逆差。而且, 就全

球贸易而言, 服务贸易规模仍远小

于货物贸易规模, 2005 年仅相当于

后者的 25%左右。因此, 全球经常项

目收支失衡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收

支失衡, 服务贸易由于规模有限, 尚

不足以对全球国际收支格局产生重

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 2005 年, 美

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高达 7915 亿美

元, 其中 , 货物贸易逆差为 7827 亿

美元, 而服务贸易顺差仅为 660 亿

美元。而我国虽然在服务贸易方面

长期是逆差, 并且近年来逆差还有

扩大趋势, 但逆差规模远小于货物

贸易顺差, 这种结果必然导致我国

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

2005 年 , 我国经常项目顺差 1608

亿美元 , 其中 , 货物贸易顺差为

1342 亿美元, 而服务贸易则只有 94

亿美元的逆差。

3.美 、欧 、日 发 达 经 济 体 具 备

维持长期贸易逆差的基础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可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 , 通过

资本流入、利用国外储蓄以维持其

经常项目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美国。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

备货币, 美国可在国内消费高于储

蓄的情况下通过“出口”美元 , 即吸

引资本流入的方式 , 利用国外储蓄

来弥补长期经常账户逆差。我国国

内储蓄高于消费( 即净储蓄) 、形成

内需不足。因此 , 我国在对外开放

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 是通过顺

差扩大来弥补内需不足的。

4. 出口导向模式强化外向型

供给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 , 为解决经济发

展中就业压力等问题 , 我国长期采

取了诸如汇率低估、外资税收减

免、利用外资的出口导向型等政

策, 形成了鼓励出口的产业结构 ,

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加入世

贸组织后 , 从供给方面看 , 国际制

造业对我国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 ,

从需求方面看 , 国际市场需求也有

很大增长 , 在供需作用下 , 我国外

向型的供给结构进一步得到强化。

5. 我国第二产业已进入快速

发展期

企业成本降低、生产技术水平

提高, 国内比较优势也由仅依靠劳

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

型共存的方向转移。这导致跨国公

司向我国转移的产业链不断扩张。

反映在贸易结构方面 , 就是我国对

东亚和东南亚逆差扩大的幅度小

于欧美顺差扩大的幅度。我国生产

能力迅速扩大 , 产能过剩 , 进而寻

求扩大出口来消化过剩的产能。

三、我国贸易顺差的发展趋势

未来, 我国贸易差额变化受两

方面因素的影响 : 一方面 , 目前国

内的供给结构、动态比较优势变

化、产业链延长等因素 , 仍将使我

国在一段时间内向出口增加、顺差

扩大的方向扩张 ; 另一方面 , 国内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所带

来的外贸、外资、汇率和资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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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政策调整 , 在一定程度上

将加大外贸出口成本 , 促使贸易顺

差向缩减方向发展。

由于政策传导 有 一 定 的 滞 后

期 , 因此 , 虽然近两年陆续采取人

民币汇率升值、降低出口退税率、

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一系

列抑制出口过快增长、促进贸易平

衡发展的措施 , 但贸易顺差仍在扩

大。当然, 随着我国外贸、外资政策

的调整和政策效果的释放 , 国内供

给和贸易结构也会逐渐向减少出

口的方向调整, 政策对抑制顺差的

效果会在今后时间内陆续显现。总

体来看, 如果继续采取比较稳健的

调整外贸和外资的政策 , 贸易顺差

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 并将在出现最

高值后逐年下降。

如果在短期内 采 取 人 民 币 大

幅升值等力度更大的措施促进贸

易平衡 , 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 不但

会导致国内产业和就业结构出现

比较大的调整, 出口部门的失业率

将大幅上升 , 中西部地区也难以顺

利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 而且

易引发政策“超调”, 带来宏观经济

的不稳定。

目前 , 在国际经济结构失衡持

续存在、我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扩

大的背景下 , 单纯追求实现贸易平

衡, 不但无法解决全球经济总体失

衡的问题, 反而有可能会引起全球

经济更大的不平衡。因此 , 促进贸

易平衡应采取渐进的调整方式。

四、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

待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由经常账户、资本账

户及外汇储备组成。根据国际收支

的记账原理 , 除误差与遗漏项外 ,

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顺差之和恒

等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值, 但外汇储

备最终是以政府持有的国外证券

或资产方式对外进行投资的。因

此 , 增加的外汇储备 , 实际上是一

国的资本流出。资本账户的流出 ,

体现在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出 , 而外

汇储备则反映在国家的资本流出。

判断一国是资本净输入还是净输

出, 需要加总资本账户差额和外汇

储备增加与减少额之比。如果外汇

储备增加超过资本账户顺差 , 则该

国是资本净流出国 , 或用经常账户

判断, 即经常账户顺差则是资本净

输出国 ; 反之 , 则相反。我国连续

10 余年出现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

的双顺差结构 , 外汇储备不断增

加 , 按照上面的分析 , 我国在国际

资本市场上已成为净输出国。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 ,

我国国际收支不应以追求绝对的

收支平衡为目标, 而应以促进国际

收支的综合平衡、放慢外汇储备增

速为目标。这不但要求分别减少经

常和资本账户顺差 , 而且也需要调

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者之间

的结构, 即在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的

同时, 也要减少资本账户顺差。

一是调整政策 , 促进贸易账户

平衡。短期政策是将目前促进出口

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调整为中性的

产业和贸易政策, 避免资源过度向

出口部门倾斜 , 同时增加进口。我

国近两年来的多数贸易政策基本

上符合这一要求。从长期看 , 促进

贸易账户平衡还需要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 将由外需拉动转为内需拉

动经济增长的政策 , 特别是提高国

内消费率, 降低国内的净储蓄率。

二是调整资本账户顺差。资本账

户由直接投资项目、证券投资项目和

其他投资项目三部分组成, 其中, 前

两个项目构成资本账户的主体。

资本账户顺差 的 调 整 , 一 方

面 , 是限制外商直接投资 , 如限制

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

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等措施 , 以

及即将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另

一方面, 是加快境外投资的步伐 ,

放宽对境外投资的限制。但由于我

国国内广阔的市场和生产方面的

优势, 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还将继

续, 直接投资项目难以出现逆转 ,

而是仍将维持顺差状态。

调节资本账户 顺 差 的 第 二 种

方式, 是调节证券投资账户。目前,

我国对证券投资账户尚存在较严

格的管制, 而对证券投资流出的限

制又大于对流入的限制 , 放宽或取

消对证券投资的限制 , 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和推进

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改革。在证券投

资账户开放后, 境内外金融资本双

向流动将大幅提高 , 由私人部门主

导的、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

以购买境外证券为主的投资机会

将大大提高 , 从而有助于增加资本

账户流出, 缓解或者扭转资本账户

长期顺差的状态。

虽然资本账户 净 流 出 和 外 汇

储备投资都属于一国资本净流出

的范畴, 但前者一般不会导致基础

货币投放增加 , 可以增加货币政策

的有效性。因此 , 以资本账户减少

来替代外汇储备投资 , 对我国宏观

经济稳定是有利的。

经常账户和资 本 账 户 调 整 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若资本

账户尚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自由化, 对国际收支的调整就主要

依靠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来实现 , 相

反 , 若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加快速

度, 则可适当减轻经常账户调整的

压力。□

( 执笔: 毕吉耀 陈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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