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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演变趋势、结构

分解及其原因与对策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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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常项目账户持续出现顺差 ,尤其是 2001年以来顺

差额更是飞速增长。本文在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进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 ,从资金流动、汇率与宏观经济

波动、储蓄 - 投资缺口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我国经常项目顺差飞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

最后 ,在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战略调整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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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但是 Cooper (2006)认为 ,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缓解全球经济失衡

的状况反而将加大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收支出现大量顺差 ,经常项目

顺差占 GDP比重也从 2001年的 1. 3%增加至 2007年

的 11. 3% ,这一比率在世界 12个最大经济体中排名最

高。这说明我国国民产出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需要依赖

国际市场来实现 ,这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巨大的挑

战。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经常项目余额快速增长现象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结论主要分为三类 :其一认为人民

币低估是造成我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大幅度增长的主

要原因 , 比如 Goldstein 和 Lardy ( 2003 ) 与 Goldstein

(2007)认为人民币需要大幅度升值才能平衡经常项

目①;其二主要从储蓄 - 投资缺口出发分析我国经常项

目顺差的快速增长 ,比如余永定 ( 2006 , 2007 )认为中国

的双顺差是出口导向和 FD I驱动型发展战略和储蓄 -

投资缺口不断扩大的结果 ;其三则从多个因素出发分析

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 ,比如卢锋 ( 2006 )从加工贸易与

外商直接投资组合效应角度分析双顺差现象的直接原

因 ,但他认为汇率作为价格变量对于调整国际收支具有

关键意义 ;王晋斌和李南 ( 2007 )认为中国大量的贸易

顺差是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

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 ,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大幅

度增加的原因非常复杂 ,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

中一个影响因素 ,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因素。我们将在对

我国经常项目收支进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 ,从资金流

动、汇率与宏观经济波动、储蓄 - 投资缺口以及国际产

业转移的角度分析我国经常项目顺差飞速增长的直接

原因和深层根源 ,并在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演变趋势进

行预测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短期对策与长期政策选择。

一、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演变

趋势与结构分解

1. 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演变趋势和特征分析

图 1是我国 1982～2007年经常项目余额及与国内

生产总值 ( GDP)之间的比率 ,从统计数据来看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演变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

首先 ,这 26年期间 ,只有 5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

其余年份均为顺差。但这 26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 1982～1996年 ,这 15年期间 ,经常项目

余额既有顺差也有逆差 ,顺差和逆差金额也较小 ,位于

- 120～140亿美元之间波动 ;第二阶段是 1997～2001

·9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演变趋势、结构分解及其原因与对策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 6期

图 1　中国经常项目余额 ( 1982～2007年 )

数据来源和说明 :经常项目余额来自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人民币 )和年平均人民币 /美元汇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金融年鉴》,以下各图数据来源均与本图相同 ,不再另行说明。

年 , 1997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①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度增

加 ,然后顺差金额逐步减少 ;第三阶段是 2002年至今 ,经常

项目顺差飞速增加 ,经常项目顺差由 2001年的 174亿美元

增加到 2007年的 3718亿美元 ,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之比

也由 2001年的 1. 3%增加至 2007年的 11. 3%②。

其次 ,经常项目各个主要组成项目 (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 )分别有着不同的变动趋势 ,

其与经常项目余额演变趋势比较一致的是货物贸易余

额 ,其他三个项目的演变趋势则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这

点我们可以从图 2中清楚看出来。

图 2　中国经常项目组成部分 ( 1982～2007年 )

　　①　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与我国出口竞争的国家出现经济危机 ,从而

使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快于金融危机发生前。

　　②　利用 2007年 GDP排名前 12位国家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表明 ,中

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的比率在这 12个经济体中最高。

　　第三 ,经常项目余额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呈现

非线性关系 ,图 3显示了 1982～2007年我国人民币名

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演变趋势。第一个阶段是

1982～1994年 ,这一段时期总体而言无论是从人民币

名义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来看均呈现贬值趋

势 ;第二个阶段是 1995～2004年 ,这一段时期人民币名

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均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个阶段是

2005年至今 ,这一段时期人民币小幅度升值。这提醒

我们不能简单利用人民币汇率因素来解释中国经常项

目的演变趋势。

2.我国经常项目的结构分解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经常项目各个主要组成项目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 )分别有着不同

的变动趋势 ,我们首先将经常项目分为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这四个部分来分析。

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 ,图 4

显示了 1982～2007年的我国货物贸易收支的演变趋

势 ,从中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82 ～

1994年 ,这一阶段我国的货物贸易收支有正有负 ,但绝

对值均比较小 ,货物贸易逆差最大的年份出现在 1985

年 ,逆差额为 131亿美元 ,占 GDP之比为 4. 3% ,顺差最

大的年份则出现在 1990 年 ,顺差额为 92 亿美元 ,占

GDP之比为 2. 3% ;第二个阶段是 1995～2001年 ,这一

阶段我国的货物贸易收支全部体现为顺差 ,并且除去

1995年和 1996年以外这一阶段的货物贸易顺差波动

均较小 ;第三个阶段是 2002～2007年 ,货物贸易顺差飞

速增长 ,占 GDP之比也由 2001年的 2. 6%增加到 2007

年的 9. 6%。

我们进一步将货物贸易按照贸易方式进行分解 ,我

国的一般贸易收支在 2005年以前有正有负 ,并且绝对值

均比较小 ,顺差最大的年份出现在 1997年 ,顺差额为 389

亿美元 ,占 GDP之比为 4. 1%;而 2005年以来我国一般

贸易顺差则飞速增长 , 2007年已经高达 1099亿美元 ,占

GDP之比为 3. 4%。而我国加工贸易收支则从 1989年

以来均为顺差 ,并且于 1995年以来飞速增长 ,由 1994年

的 94亿美元增加到 2007年的 2492亿美元 ,占 GDP的比

重也由 1994年的 1. 7%增加到 7. 6%。我国的服务贸易

收支在 1994年以前有正有负 ,但在 1994年以后则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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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民币名义汇率和有效汇率指数 ( 1982～2007年 )

数据来源和说明 : IMF数据库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年平均值 , 2000年为 1。

图 4　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余额 ( 1982～2007年 )

处于逆差状态 ,然而服务贸易逆差绝对额在 1995年到

2007年间均变化不大 ,并且占 GDP之比逐年下降。

　　我国经常项目中的收益账户包括职工报酬与投资

收益两个部分 ,前者指国外居民在境内工作取得的工资

报酬及本国居民在外就业取得的工资报酬 ,后者指直接

投资项目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

益和其他投资收益等。图 5显示了 1982～2007年收益

账户余额的演变趋势 ,从中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

个阶段是 1982～1994年 ,收益项目余额有正有负 ,并且

绝对值比较小 ,均位于在正负 15亿美元以内 ;第二个阶

段是 1995～2001年 ,收益项目余额均为负并且逆差绝

对规模逐年扩大 ,到 2001年达到最大值的 192亿美元 ;

第三个阶段是 2002～2007年 ,收益项目余额出现逆差

减少和顺差增多 ,逆差和顺差的分界点是 2005年。

图 5　中国收益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余额 ( 1982～2007年 )

　　我们进一步将收益账户分解为职工报酬和投资收

益。由于近十多年来职工报酬部分显著小于投资收益

部分 ,并且职工报酬部分的波动性也显著小于投资收益

的波动性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我国收益账户主要体现

了投资收益。由于统计口径调整的原因 , 1996年前后

的数据不具可比性 ,因此我们着重考察 1997年以后的

数据 ,根据投资收益的数据我们可以将 1997～2007年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97～2001年 ,这 6年期

间 ,我国的投资收益收支波动不大 ,均在 - 150亿美元

上下波动 ,最大值出现在 2001年 ,逆差为 186亿美元 ;

第二个阶段是 2002～2007年 ,这 5年期间 ,我国的投资

收益余额出现逆差减少和顺差增多。

经常转移账户也是经常账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总体而言 , 1982～2007年我国经常转移账户均为顺

差。从图 5中可以看出 ,我们可以将 1982～2007年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82～1991年 ,这一阶段经

常转移收支顺差较少并且波动较小 ,顺差的绝对额均在

10亿美元以下 ;第二个阶段是 1992～2001年 ,这一阶段

经常转移收支顺差逐年增加 ,由 1991年的 8. 3亿美元

增加至 2001年的 85亿美元 ;第三阶段是 2002～2007

年 ,这一阶段经常转移收支顺差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由

2001年的 85亿美元增加到 2007年的 387亿美元 ,并且

占到经常项目顺差的 10. 4%。

二、我国经常项目及其各组成部分

演变趋势的原因分析

马晓野 ( 2004 )认为 , 1994年以后外经贸体制改革

使得外贸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改变 ,贸易政策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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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 ,政府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也大

为下降 ,我们利用相关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也证实了这

一点 ,因此本部分的分析区间就限定在 1995～2007年。

前面的分析表明 ,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在过去多年内主要

由货物贸易收支主导 , 2002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年份货

物贸易余额均大于经常项目余额 ,但 2002年以来我国

经常项目收支余额持续超过货物贸易余额。以 2007年

数据为例 , 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之比为

83. 1% ,经常转移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之比为 10. 2% ,

而收益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之比为 6. 8% ,这三项占经

常项目顺差之比为 100. 1%。由于服务贸易逆差绝对

额较小且在 1995～2007年间变化不大 ,因此本部分将

略去对服务贸易演变趋势的分析。

1.人民币汇率预期、资金流入与经常项目顺差

我们首先从资金流动这一角度考虑近几年来经常

项目顺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王志浩 (2006 ) 根据我国

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统计数据差异推算认为 , 2005

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中有 2 /3属于投机性资金流入。但

是管涛等 ( 2007 )认为 ,目前我国贸易较大顺差有其必

然性、合理性 ,尽管不能排除有非贸易资金流动混入其

中的可能 ,但总体来看是正常的。我们利用国民收入恒

等式 (净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 - 最终消费 - 资本形成 )

计算得出的贸易顺差和统计年鉴公布的贸易顺差之间

确实存在稍许的差异。比如 2007年公布的贸易顺差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顺差 )为 3075亿美元 ,而国民收

入恒等式①计算出来的贸易顺差为 3049亿美元 ,因此

我们也认为 ,我国近几年来的贸易顺差可能存在异常资

金流入 ,但是异常资金流入占贸易顺差之比非常小 ,可

以忽略不计。

另外 ,前面的分析表明 , 2002～2007年我国的投资

收益余额出现逆差减少和顺差增多 ,从理论上可以推

知 ,投资收益流出或者流入应该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密

切联系。正常情况下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增加会带来投

资收益流入及其增加 ,外商对内直接投资及其增加会带

来投资收益流出及其增加。然而 ,我国投资收益流入和

流出的变化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形势并不完全对应

(贺立平 , 2008) ,比如 2002年以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规模存量快速增加 ,但在投资收益项目上则体现投资收

益流入的大幅度增加。

同时这一阶段经常转移收支顺差以更快的速度增

加 ,而我国经常转移的主要构成项在 1997年以前是侨

汇 ,后来由于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在 1997年以后则以私

人部门经常转移为主。易行健 (2006 )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 ,自从 2002年第 4季度以来 ,来自多方面的升值压

力导致资本外流转为短期投机资本的进入与外流资金

的回流。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们可以理解 2002年以来

我国投资收益项和经常转移项的演变趋势。2002年以

来 ,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投资收益余额的逆差减

少和顺差逐年增加 ,同时经常转移大幅度增加。

2. 人民币汇率与货物贸易收支

本小节利用弹性分析方法并采用简单的计量检验

方法来解释人民币汇率和我国货物贸易平衡之间的关

系 ,由于货物贸易的三个组成部分具有显著不同的演变

趋势 ,我们将区别对待。我们这里的被解释变量分别采

用货物贸易收支余额占 GDP之比 (GTR )、加工贸易收支

余额占 GDP之比 ( PGTR )、一般贸易收支余额占 GDP之

比 (GGTR )、其他贸易收支余额占 GDP之比 (OGTR ) ②,

解释变量则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REER , 2000

= 100) ,数据来源 IMF统计数据库、我国 GDP增长率

(GDD P)和世界 GDP增长率 ( GW GD P ) ,设一虚拟变量

DUM (2001年后设为 1 , 2001年以及 2001年以前设为

0)来捕捉 2001年底加入 W TO对贸易收支余额的影响。

表 1列出了计量分析的结果 ,其中不显著的解释变量都

已经去掉。

表 1　 人民币汇率与货物贸易收支之间计量分析结果

被解释
变量

R EER GGD P GW GD P DUM R2
—

F D2W

GTR 0. 0031　 ( 3. 6539 ) 3 0. 0152　 ( 3. 8134 ) 3 0. 0085 ( 1. 8403 ) 33 0. 7067 10. 6376 1. 6612

PGTR 0. 0002　 ( 1. 8590 ) 33 0. 0055 ( 2. 1198 ) 33 0. 0240　 ( 4. 7087) 3 0. 7333 121. 2019 1. 4590

GGTR - 0. 0004 ( - 1. 8380 ) 33 0. 0072 　 ( 2. 8089 ) 3 - 0. 0210 ( - 2. 3722 ) 3 0. 3419 10. 5456 1. 1873

OGTR 0. 0002　 (6. 3803 ) 3 - 0. 0014 ( - 2. 0756 ) 3 0. 6175 21. 1795 0. 6700

说明 :常数项系数没有列出 ,系数下面括号里面的数字为 t检验值 ,“3 ”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33 ”表示在 10%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

　　①　这里计算所采用的 GDP是由支出法计算得到的 GDP,因为如果利用收入法核算 GDP则需要考虑收益项目。

　　②　这里参照贺立平 (2008)采用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不同价格字数带来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反映贸易收支余额的相

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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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4个检验结果中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显著 ,但是

符号却存在差异 ,其中一般贸易收支方程中的实证结果

表明 ,人民币升值确实能够显著降低一般贸易收支顺差

占 GDP比率①,然而在其他 3个方程中人民币升值却轻

微增加货物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比率、加工贸易收支

顺差占 GDP比率和其他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比率。

由于货物贸易顺差中绝大部分属于加工贸易顺差 ,而加

工贸易本身的特征及其独特的顺差形成机制则表明了

汇率对加工贸易的影响非常小。同时实证结果还表明 ,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显著提高货物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比率和一般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比率 ,而世界经济

增长能够显著提高我国货物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比率

和加工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比率 ,另外加入 W TO也显

著提高我国加工贸易收支顺差占 GDP的比率。然而总

体来说 ,这四个方程只是对货物贸易收支及其组成项粗

略的实证估计 ,拟合优度还有待提高。这说明 ,影响我国

货物贸易收支的因素非常多 ,而不能简单地从汇率波动

以及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来分析货物贸易收支波动。

3.国际产业转移与加工贸易收支

1995～2004年这 10年间 ,除 1997年我国的加工贸

易顺差均大大超过货物贸易顺差外 ,近三年来我国一般

贸易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导

致一般贸易顺差急剧增加。但是加工贸易顺差却始终

占据货物贸易的绝大部分 ,比如 2007年加工贸易顺差

占货物贸易顺差之比为 67%。上一节的实证分析表

明 ,加入 W TO以后人民币升值和世界经济增长均显著

增加了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占 GDP之比 ,但更深层次的

原因则应该从产品内分工环境下国际产业转移对加工

贸易顺差的影响进行分析。当代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

特征是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在国际分工领域扮演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产品内分工最基本的源泉依然是不同

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因素 (卢锋 , 2006 )。

而加工贸易的特征在于它不是独立生产某个产品 ,而是

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而承担特定或若干工序的加工生

产活动。从国家收支的角度看 ,加工贸易将自动创造国

内加工增加值和国产投入品价值的贸易盈余②。加入

W TO以来我国经济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几

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吸引大

量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 ,外商直接投资由 2001年的 469

亿美元增加到 835亿美元 ,如果根据合同利用外资数据

则发现增长率更高。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统计数据也表明 ,外

商直接投资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加工贸易。

4. 储蓄 -投资差额与我国经常项目顺差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我们可以得知 ,贸易顺差等于储

蓄 - 投资差额 ,图 6则给出了我国消费率、储蓄率与资

本形成率的演变趋势。其中资本形成率等于资本形成

对 GDP的比率 ,最终消费率等于最终消费对 GDP的比

率 ,居民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对 GDP的比率 ,政府消费

率等于政府消费对 GDP的比率 ,最终储蓄率等于 1减

去最终消费率 ,私人部门储蓄率则利用 ( Y2C2T) / ( Y2T)

进行近似计算得来的 ,其中 Y是 GDP、C是居民消费、T

是政府收入。从图 6中可以看出 ,私人部门储蓄率从

1982年的 29%上升到 2007年的 53% ,最终储蓄率则从

1982年的 33. 5%上升到 2007年的 51% ,同时资本形成

率则由 1982年的 32%上升到 2007年的 42. 1%。利用

2007年 GDP排名前 12位国家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表

明 ,我国私人部门的储蓄率、最终储蓄率以及资本形成

率最高 ,与此相对应 2007 年中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的比率在这 12个最大的经济体中也排名第一。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近几年来我国贸易顺差飞速增长最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储蓄 - 投资差额逐年扩大。储蓄

大于投资的内部经济不平衡必然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

(贸易顺差 )的外部不平衡 ,储蓄 - 投资差额越大从而

贸易顺差也将逐年扩大。

我国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不是出在投资方面 ,我国

的资本形成率在 2007年已经高达 42. 1% ,如果以固定

资产投资占 GDP来衡量投资率将更高 ,并且我国的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非常高 , 2007年高达 24. 8% ,远

远高于 GDP的增长速度。那为何我国的储蓄率如此之

高 ,这需要从分析消费入手 ,从图 6中可以看出 ,我国的

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率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其中

最终消费率从 1982 年的 66. 5%下降到 2007 年的

49. 02% ,而居民消费率则由 1982年的 51. 9%下降到

2007年的 35. 3% ,政府消费率则比较平稳。近年来我

国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这

些文献大多利用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了我国的消费与

储蓄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 ,均得出结论认为 ,

我国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我国居民具有很

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宋铮 , 1999;孙凤与王玉华 ,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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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和现实情况也比较符合 , 2007年第 4季度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

加快导致我国一般贸易收支顺差大幅度降低 ,而对加工贸易顺差的影响则

相对较小。

卢锋 (2006)认为 ,加工贸易特征属性会定义性地创造相对于国内

加工增加值的贸易盈余 ,但是本文认为 ,其中应该还包括加工阶段国产投

入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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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广华等 , 2001; Yoo与 Giles, 2002;龙志和与周浩明 , 2000;易行健等 , 2008;王曦 , 2004)。

图 6　我国消费率、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 ( 1982～2007年 )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

(1) 近几年来我国经常项目收支中收益项目余额

的逆差减少和顺差逐年增加以及经常转移大幅度增加

主要是由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导致 ;

(2) 实证结果表明 ,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显著降

低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占 GDP的比率 ,但是人民币汇率

升值能有效抑制一般贸易顺差的增长 ;

(3) 近几年来我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比

较优势吸引大量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是决定加工贸易

顺差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

(4) 我国贸易顺差飞速增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

于储蓄 - 投资差额逐年扩大 ,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经济

不平衡必然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外部不平衡。

从本文结论可以引申出两个推论 :第一 ,我国经常

项目收支顺差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 ,寄希望

于名义汇率调整在短期内改变已经形成的经常项目顺

差格局非常不现实。汇率升值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

调整只有在一般贸易顺差占货物贸易顺差的绝大部分

这一前提下才能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 ,而这有待于我国

产品内分工体系从加工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过渡到新

的比较优势阶段。第二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可以得

知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的比

重很难大幅度下降 ,这不但需要短期内综合采用财政、

外资、外贸与汇率等多种政策措施组合 ,而且需要我国

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由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

与外资驱动型发展战略 ”转向依赖国内市场的平衡发

展战略。

从目前的状况出发 ,短期内我国有如下选择 :第一 ,

加快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加工贸易产业转移 ;第

二 ,通过渐进的方式使人民币升值 ,这不但可以降低一

般贸易顺差的增长 ,而且还可以通过降低升值预期的方

式来减少资金通过收益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流入 ;第

三 ,积极扩大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设备、技术专利与中

间产品的进口 ,尤其是先进技术的进口 ,这不但可以有

效缓解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高速增长而且可以显著促

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长期经济增长。长期来看 ,从国民

收入恒等式出发 ,我国已经难以进一步大幅提高投资占

GDP的比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我国的消费率将

成为长期内降低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比重的关键性因

素。从这个角度而言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提高我国的

消费率 :第一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快速扭转居民收

入占 GDP比率下降的趋势 ,力争实现居民收入较快、持

续与稳定的增长 ;第二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将更多的资

金支出用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医疗体系以及国民教育

体系方面 ,以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 ,这

是降低我国经常项目占 GDP比率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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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和生产激励体制等①。具体而言 ,政府需关注和改

善“5 I”,即基础设施 ( infrastructure)、农业投入 ( input a2
vailability)、制度 ( institutions)、信息 ( information)和激励

( incentives)
[ 15 ] 。通过提供公共品和激励制度 ,会有效

地使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 ,从而实

现长期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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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essens和 Feijen (2006)对 50个国家 1980～2003年的分析显

示 ,私人信用对 GDP 1%的增加会减少营养不良 0. 22%～2. 45%。私人信

用占 GDP的比率在低收入国家约 16% ,高收入国家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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