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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依存度

及对外贸易平衡问题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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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外贸依存度是 否过高是近年来学术探讨的热点问题
。

富余劳动力就业和 收入增长 的压力
、

多年 出 口

导向政策培育形成的出 口 竞争力要求保持外贸持续增长
,

在增量 方 向上 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

基本思路 是稳定

外贸政策
,

促使加 工贸易转向升级
,

大力挖掘 内需和进 口 潜力
,

开拓新型市场
,

实行 出 口 市场 多元化
,

大力支持

企 业
“

走出去
” ,

加 大服务业体制改革和开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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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国 Ι地 区 ϑ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 值

ΙΚ % ∋ ϑ的比值
,

表示外贸对一国 Ι地 区 ϑ经济的贡献
,

反映了一国对外开放 的程

度
。

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外贸依存度不断升高
,

对此认识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

点
<
一是外贸依存度太高

,

蕴藏经济风险和危及国家安全
,

必须降低 外贸依存

度 Λ 二是外贸依存度并不高
,

不必担忧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既定方向
,

只需做

一些微小的调整
。

同时还引起了学术界对外贸依存度计算方法上的探讨
,

提 出

计算方法的修正
。

因此
,

如何认识和采取相应对策
,

从外贸平衡角度探讨外贸依

存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一
、

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状况

盔二姗姗Μ44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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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
,

外贸增长速度明显高干 Κ % ∋ 的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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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
,

外贸依存度总体上呈不断上升态势
。

对外 升
,

从 3Φ Φ4 年的 ΝΦ Φ Σ上升到 3Φ ΦΦ 年 的 Τ5 Τ Σ
,

年

贸依存度的描述主要从一个国家发展过程看其上升 均提高约 4 Π 个百分点
,

其中
,

3Φ Φ2 年最高达到

高度
,

与其他国家比较看其发展的相对水平
。

Υ 4 ΜΠ Σ
。

进人 Ν3 世纪后
,

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上升
,

其

Ι一 ϑ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状况 中
,

Ν4Ιϑ Υ 年最高达到 Π4 Σ ΛΝ 44 2 年调高 Κ % ∋ 值引起

Ν 4 世纪 Μ 4 年代
,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水平比 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下降
,

但是仍然缓慢上升
,

保持在

较低
,

大约在 Ν5Σ 以下
,

进口 依存度大于出口 依存 5 4 Σ以上
,

表明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仍然有较强的依

度
。

进人 Φ 4 年代
,

外贸依存度在大幅波动中缓慢上 赖性Ι见表 3 ϑ
。

表 , , Φ Μ 4 一 Ν 4 4Π 年中国外贸及依存度情况 Ι亿元
、

Σ ϑ

全球化与中国

年年份份 国内生产总值 〔Κ%∋ ϑϑϑ 进 口总额额 进 口依存度度 出口总额额 出 口依存度度 外贸依存度度

333 Φ Μ 444 Υ 2 3 Π Μ 444 Ν Φ 3 4 444 5 Υ ΥΥΥ Ν Π Ν 4 444 5 4 ΝΝΝ 3 Ν Υ 555

333 Φ Μ 222 Μ Φ 5 Υ Υ 444 3 Ν Υ 3 4 444 3 Τ Φ ΦΦΦ Μ 4 Τ 2 444 Μ Φ 555 Ν Ν 2 ΦΦΦ

333 Φ Φ 444 3 Μ 2 Υ Π Φ 444 Ν 2 2 3 Μ444 3 Τ Μ ΥΥΥ Ν Φ 5 Μ 2 444 3 5 4 222 Ν Φ Φ 444

333 Φ Φ 222 2 Μ Υ Π Μ 3 444 3 3 4 Υ Μ 4 444 3 Φ Ν ΝΝΝ 3 ΝΥ 2 Ν 4 444 Ν 3 5 555 Υ 4 Μ ΠΠΠ

ΝΝΝ 4 4 444 Μ Φ Υ 5 Μ 3 444 3 Μ 5 Τ Φ 4 444 Ν 3 3 ΤΤΤ Ν 4 5 Τ 2 4 444 Ν Τ Τ ΦΦΦ Υ Υ 2 333

ΝΝΝ 4 4 ΤΤΤ 3 Τ 2 Μ Ν Ν Μ 444 Τ Υ 3 Φ 2 5 444 Ν Φ Ν ΜΜΜ Τ 5 Ν Μ Π Φ 444 Τ 3 4 ΦΦΦ 5 4 Τ ΠΠΠ

ΝΝΝ 4 4 ΥΥΥ 3 2 Φ Μ Π Μ Τ 444 Υ 5 Υ Τ 2 Μ 444 Τ Υ 4 444 Υ Φ 3 4 Τ Τ 444 Τ 5 4 444 Π 4 4 444

ΝΝΝ 4 4 222 3 Μ Τ 4 Μ Υ Μ 444 2 Υ Ν Π Τ Π 444 Ν Φ 5 ΥΥΥ 5 Ν 5 Υ Μ 3 444 Τ Υ
,

Ν ΝΝΝ 5 Τ Μ 555

ΝΝΝ 4 4 555 Ν 4 Φ Υ 4 Π Ν ΠΠΠ 5 3 Ν 3 2 Ν 444 Ν Φ Ν ΤΤΤ Π Υ Φ Τ Φ 4 444 Τ 2 Π ΦΦΦ 5 2 4 ΝΝΝ

ΝΝΝ 4 4 ΠΠΠ Ν Υ Φ 2 Ν Φ Φ 444 Π Τ Ν Μ Υ 5 444 Ν Φ Τ ΠΠΠ Φ Τ Υ 2 2 5 444 Τ Π Υ 222 5 5 Ν ΜΜΜ

资料来源
<
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

、

统计公报
。

Ι二 ϑ中国外贸依存度在国 际上 的位置 外贸依存度比较高 Λ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普遍低于

对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低位置的判断可以通过国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 “

二战
”

后一段时期
,

际比较来确定
。

通过比较发现各国外贸依存度高低 韩国是一个较落后的农业国
,

3ΦΠ 4 年外贸依存度为

变化趋势 Ι见表 Νϑ 及其影响因素
< Τ Τ ΜΣ Λ 随着韩国经济不断发展

,

外贸依存度不断上

一是 外贸依存度 与经济规模相 关
。

库兹涅茨 升
,

多数年份保持在 24 Σ 以上
,

Ν44 2 年高达 Π5 Υ Σ
。

Ι3Φ ΜΦ ϑ对 3Φ 世纪中叶至 Ν4 世纪 Π4 年代初期一些国 独立后 的美国
、 “

二战
”

后的日本
、

一些新兴工业化国

家外贸依存度作了比较分析后
,

认为外贸依存度与按 家 Ι地 区 ϑ
,

在经济起飞阶段外贸依存度普遍较高
。

国民收人衡量的国家规模成负相关关系11ς 。

美国
、

日 三是对外贸易依存度 的高低与国家地区ϑ的地理区位

本
、

英国等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外贸依存度比较低
。

和对外开放策略有关
。

中国香港
、

新加坡
、

泰国以及

二是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

外贸依存度不同
。

一般 其他东南亚各国属于临海国家 Ι地 区ϑ
,

港 口交通便

来说
,

当一国处在农业国时期时
,

经济自给能力较强
,

利
,

对外开放程度
、

外贸依存度较高 Λ “一战
”

前出现了

外贸依存度比较低 Λ 在工业化过程和经济起飞阶段的 大多数国家外贸依存度上升的
“

3Φ 世纪发展模式
”

1ΕςΛ

表 Ν 主要国家外贸依存度 比较 ΙΣ ϑ

国国 别别 3 Φ Π 444 3 Φ Μ 444 3 Φ Φ 444 Ν 4 4 444 Ν 4 4 ΝΝΝ Ν 4 4 ΤΤΤ Ν 4 4 ΥΥΥ Ν 4 4 222

中中国国 2 4 444 3 Ν 5 333 Ν Φ Φ 444 Υ Υ 2 333 Υ Φ 4 ΤΤΤ 5 4 Τ ΠΠΠ Π 4 4 444 5 Τ Μ 555

美美国国 Μ Π 444 3 Π 4 444 3 5 2 444 Ν 2 Π 444 3 Π Π ΥΥΥ 3 Μ 4555 3 Φ 2 444 Ν 3 3 ΝΝΝ

日日本本 3Φ Υ 444 Ν 2 2 444 3 Π 5 444 Ν Ν 3 444 3 Π 2 555 3 Μ Υ 222 Ν 4 Ν 555 Τ 4 Υ ΠΠΠ

韩韩国国 Τ Τ Μ 444 Π 4 2 444 2 Τ Υ 444 Π Ν ΜΜΜ 2 Π 4 222 5 3 Ν ΠΠΠ Π 4 Ν ΤΤΤ Π 5 Υ 444

新新加坡坡 Ν 4 3 ΥΥΥ Υ 4 5 3 444 Τ 4 Π Τ 444 Ν Φ 2 Τ 444 Ν Φ 2 Π ΦΦΦ Τ 3 Ν 5 444 Τ Υ 4 Ν ΥΥΥ Τ Μ Μ Υ ΝΝΝ

泰泰国国国国 5 2 Π 444 ς 4 Π ΝΝΝ Φ Π 4 444 3 4 3 Τ ΝΝΝ 3 3 3 Μ 333 3 3 5 3 ΥΥΥ

英英国国 Τ Τ 2 444 Υ Ν Φ 444 Υ 3 2 ΜΜΜ Υ Ν Μ 222 Υ 4 Ν ΦΦΦ Τ Μ 5 222 Τ Π Φ 555 Τ Φ Υ 555

法法国国国国 Τ Π 3 ΤΤΤ Υ 5 2 555 Υ 3 5 ΤΤΤ Υ 4 Ν ΠΠΠ Υ 3 2 ΥΥΥ Υ Μ Υ 333

德德国国 Τ Υ Ν 333 Υ 5 4 ΤΤΤ 2 4 5 444 2 5 Ν ΝΝΝ 2 Υ 5 555 2 2 2 ΥΥΥ 2 Φ Υ ΥΥΥ 5 Τ Φ 333

加加拿大大 Τ Π 2 444 Υ Φ Ν 444 Υ 2 Τ 555 Π 3 Φ ΝΝΝ 5 Π 5 333 5 3 Φ 555 5 ς 目ΠΠΠ 5 2 Π 444

巴巴西西 3 Υ 5 ΝΝΝ 3 Φ Ν 444 3 3 Υ ΜΜΜ 3Φ Ν 444 Ν Τ Τ 222 Ν Υ 4 444 Ν 5 Μ 555 Τ Τ Τ ΤΤΤ

印印度度 Μ Ν 555 3 Τ Μ ΦΦΦ 3 Τ Φ 444 Ν 4 333 Ν 4 Μ ΤΤΤ Ν 3 Υ ΥΥΥ Ν ς 5 ΝΝΝ Τ 4 Π 555

俄俄罗斯斯斯斯斯 5 4 4 444 Υ Μ Π 555 Υ Φ Ν ΦΦΦ Υ Μ 4 ΥΥΥ Υ Τ Τ ΝΝΝ

资料来源
<
根据国 际 货币基金 组 织《国 际金融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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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
”

以后出现了大多数国家特别Θ是一些新兴工业

化国家 Ι地 区 ϑ采取出口 导向型发展战略
,

引起外贸依

存度上升的态势
,

这与各国奉行自由贸易方针和对外

开放的经济贸易政策有关1/ς#

四是与资源票赋状况和国内市场容量有关
。

国

内资源丰富
、

国内人 口 多及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或地

区
,

如印度
、

巴西等国
,

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要素

和市场而不是对外贸易来带动
,

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

低
。

而英国
、

法国
、

德国等国内资源不足
,

外贸依存度

较高
。

五是 受 国际环境和 世界经 济发 展周 期影 响
。

3Φ ΝΦ 一 3Φ Τ Τ 年世界经济危机引起各国贸易保护措施
,

贸易依存度降低
, “

二战
”

后各国缔结了包括 Κ Ρ竹
、

.Ξ∗ 等国际组织
,

促使经济复苏
,

特别是 3ΦΠ 4 年以来

大多数国家外贸依存度呈上升态势
。

进人 Ν3 世纪以

来
,

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
,

世界贸易组织
、

欧盟
、

各地

区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组织的成立
,

形成了外贸依存

度迅速提高的国际经济环境
。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Ι.Ξ∗ϑ公布的《Ν 4 4 5 年世界经济展望》表明
,

3ΦΦ2 年

以前
,

全球外贸依存度在 Υ4Σ 左右徘徊
,

此后十多年

迅速提高到 54Σ 左右
。

Ν44 Π 年 Υ 月以来美国次贷危

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经

济衰退
,

国际贸易受到影响
,

各国贸易依存度出现较

大变化
。

综合起来
,

中国属干发展中国家
,

具有经济规模
“

小国
”

的性质
,

资源真赋人均量少
,

人 口及国内市场

容量比较大
,

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必然会促使

外贸大发展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

变动与世界保持同步
,

其水平基本上合适并略为领

先
。

近几年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 ΙΝ 44 Ν 一Ν44 Π 年增速

保持在 Ν 4Σ 以上 ϑ快于 Κ % ∋ 增长速度 Ι34 Σ左 右 ϑ
,

外

贸依存度必然缓慢上升
。

因此
,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

世界各国外贸依存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

中国外贸依

存度也呈现上升
。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
,

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形

成了
“

中国需要世界
,

世界也需要中国
”

的密切关系
。

版卜卜1姗劝
二

、

中国外贸依存度的结构与贸易平衡

盔二姗扮的44囚

芝公Ψ山比

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
,

使对外贸易总量迅速

增加
,

一些贸易结构问题随之而来
,

并带来一系列不

平衡问题
。

&一 ∋进 出 口依存度与 贸易不 平衡

从对外贸易流向看
,

外贸依存度可以分为进口依

存度和出口依存度
。

近几年
,

中国出口依存度远大于

进口依存度
。

% ∃∃( 年
,

出口依存度为 )(
∗

+ ,−
,

进 口依

存度为 %.
,

)( −
。

出口对外依赖过大
,

贸易顺差扩大
,

引发逆差伙伴国对 中国产品的限制
,

贸易摩擦增多
,

且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
。

消除过大的贸易顺差存在

困境
/
一是抑制出口

,

必然会闲置国内生产要素和生

产能力
,

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0 事实 上不可能

放弃多年 出口 导 向政策培养起来的出口 竞争能力
,

也不能强制地限制廉价劳动力和外资进人劳动密集

型行业
。

二是有效增加进 口
,

如果内需不能有效地扩

大
,

显然会抑制国内过剩的供给和生产能力 0在出口

规模一定的情况下
,

即使内需与进 口 同步扩大
,

会引

起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的剧烈竞争
,

最终会影响国内

经济发展
。

&二 ∋加 工贸易发展快 于一般贸易

按照贸易方式
,

外贸依存度可以分为一般贸易依

存度和加工贸易依存度
。

#. ., 年加工贸易额首次超

过一般贸易
,

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
。

%∃ ∃1 年

一般贸易出口 依存度为 %(
∗

(−
,

加工贸易出口 依存度

为 ) ∃∗ (−
,

说明加 工贸易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的贡

献
,

国内企业掌控的一般贸易有弱化趋势
。

%∃ 世纪 .∃

年代初以来
,

中国采取工业化和贸易促进的基本发展

战略
,

外资企业不断增加投资
。

据商务部统计
,

%∃ ∃#

年以来外资企业对贸易的贡献达到一半以上
,

%∃ ∃2

年前三季度
,

外资企业出口 &, . 1#
∗

% 亿美元 ∋占出口 总

额 & #∃ ( +∃∗ 1 亿美元 ∋的 ,,
∗

, −
。

在近两年的国际金融

危机中
,

加工贸易遭到了强烈冲击
。

% ∃ ∃2 年前三季

度
,

加 工 贸易 进 出 口 2∃) +
∗

# 亿 美 元
,

同 比增长

#)∗ 2−
,

低于整体进出口 增幅 ##
∗

+ 个百分点 0 第三季

度
,

加工贸易增速 呈逐 月回落态势
,

出 口 增速从

#(
∗

+ −回落到 ##
∗

∃ −
,

进口 增速从 #)
∗

,− 回落到 %
∗

)−
。

不仅如此
,

加工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过大
,

引发了许

多贸易摩擦
,

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

影响了国内产

业的健康发展
,

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

& 三 ∋服务贸易滞后 于商品 贸易发展

按照对外贸易的形态
,

贸易依存度可以分为货物

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
。

% ∃∃ 1 年中国的货物

贸易依存度为 + (
∗

2−
,

服务贸易依存度为 )+
∗

2−
,

落

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 % ∃∃ ∃ 年为 +∃∗ ∃ − ∋
。

货物贸易与

服务贸易的不平衡也说明国内服务业发展不足
,

特别

是服务出口 贸易缺乏竞争力
。

事实上
,

中国服务业还

存在一定程度 的垄断
,

不仅对国外开放不足
,

而且对

国内开放也不够
,

有待于深化市场化改革
。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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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Τ Ν 44 Π 年中国主要省市外贸状况对比

地地区区 Κ% ∋∋∋ 进出口总额额 出口口 进 口口 外贸依存存 出口依存存 进 口依存度度
ΙΙΙΙΙ于乙元ϑϑϑ Ι亿美元 ϑϑϑ Ι亿美元 ϑϑϑ Ι亿美元 ϑϑϑ 度 ΙΣ ϑϑϑ 度 ΙΣϑϑϑ ΙΣϑϑϑ

上上海海 3 Ν 4 4 3 ΝΝΝ Ν Π Τ Φ ΦΦΦ 3 Τ Π Τ ΦΦΦ 3 Τ 5 5 4 444 3 Π Τ ΠΠΠ Μ Π 333 Μ5 555

广广东东 Τ 4 5 Π Τ ΠΠΠ 5 2 Ν Τ 444 Τ Π Τ Τ 333 Ν Π Μ Φ ΦΦΦ 3 5 3 ΜΜΜ Φ Ν 555 5 Φ ΝΝΝ

江江苏苏 Ν 2 2 5 4 333 Τ Π Ν Ν ΦΦΦ Ν 4 Π Π 444 3 5 Υ 2 ΜΜΜ 3 3 4 ΜΜΜ 5 3 ΜΜΜ Υ Φ 444

浙浙江江 3 Μ5 Τ Μ ΥΥΥ 3 ΦΦ 3 ΜΜΜ 3 Τ 5 Φ ΦΦΦ 5Ν 3 ΦΦΦ Μ 3 ΤΤΤ 2 2 ΦΦΦ Ν 2 ΥΥΥ

山山东东 Ν 2 Μ Μ Π ΠΠΠ 3 Υ 4 Μ ΝΝΝ Π Μ Ν ΤΤΤ 5Ν 2 ΦΦΦ 们 ΥΥΥ Ν Τ 444 3 Μ ΥΥΥ

山山西西 2 Φ 5 Φ ΝΝΝ 3 2 Ν ΝΝΝ Φ 5 333 2 5 333 3 Φ ΥΥΥ 3 Ν ΝΝΝ Π ΝΝΝ

甘甘肃肃 Ν 5 Φ Φ ΝΝΝ 2 Μ ΥΥΥ 3 5 ΦΦΦ Υ 3 555 3 5 ΥΥΥ Υ ΜΜΜ 3 3 ΠΠΠ

安安徽徽 Π Τ Υ 2 ΠΠΠ 3 2 Π ΤΤΤ Μ Υ ΜΜΜ Π Ν 222 3 5 ΤΤΤ Μ ΠΠΠ Π 222

江江西西 2 Υ 5 Φ ΤΤΤ 3 4 Τ ΤΤΤ 2 Υ ΠΠΠ Υ Μ ΠΠΠ 3 Υ ΥΥΥ Π 555 5 ΜΜΜ

湖湖北北 Φ 3 2 4 444 3 2 Τ 444 Μ 4 ΝΝΝ Π Ν ΜΜΜ 3 Ν ΠΠΠ 5 ΠΠΠ 5 333

侠侠西西 2 Τ 5 Φ ΦΦΦ Μ Ν ΝΝΝ 2 Τ ΝΝΝ Ν Φ 444 3 3 555 Π 222 Υ 333

四四力 3 42 4 2 ΤΤΤ 3 Τ 5 ΝΝΝ Π Τ 333 5 Τ 333 Φ ΦΦΦ 2
,

ΤΤΤ Υ 555

河河南南 3 2 42 Μ 333 3 Υ Ν ΤΤΤ Φ 3 333 2 3 333 Π ΝΝΝ Υ 555 Ν 555

全球化与中国

数据来源
<
根据 中经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

Ι四 ϑ外贸依存度 区域性失衡

国内各个区域外贸依存度的差距反映了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
。

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高
,

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外贸依存度较低 Ι见表 Τ ϑ
。

东部各省对外开放比较早
,

外贸依存度比较高
,

比如

上海市最高 Ι3ΠΤ Π Σ ϑ
,

广东次之 Ι35 3 ΜΣ ϑ
,

再次是江

苏Ι3 34 ΜΣ ϑ
、

浙江 ΙΜ 3 ΤΣ ϑ和山东 ΙΥ 3 ΥΣ ϑ
。

这些地区

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和积极发展外源型

经济
。

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较晚
,

开放力度不够
,

外

贸依存度一直较低
,

大部分省区在 34 Σ 左右 Λ 进人 Ν3

世纪以来
,

进出口 总额排在前位的几个外贸大省主要

是广东
、

上海
、

江苏
、

北京
、

浙江
、

山东
、

福建
、

天津
、

河

北等东部地区
,

其外贸总额占到全国的 Φ4 Σ左右
。

可

见
,

东部与中西部的外贸严重不平衡
。

广东外贸总额

占全 国 3Ζ Τ
,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较大
,

Ν44 Μ 年前三

季度
,

进出 口 贸易总值 23 Π3 Ν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3Τ ΝΣ
,

增幅同比回落 Μ Ν 个百分点
。

其中
,

出口 Τ4 34

亿美元
,

增长 3Τ 2 Σ
,

同比回落 34 Π 个 百分点 Λ 进 口

Ν3 53 Ν 亿美元
,

增长 3Τ Σ
,

回落 Υ Π 个百分点
,

分别低

于全国 Ν Ν ΤΣ和 Ν ΦΣ的增幅
。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高外贸依存度
,

以广东为

例
。

广东
“

先行一步
” ,

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

外贸依存度

一直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Ι见 表 Υϑ
。

从 3Φ Μ4 年的

巧 Τ 3Σ 上升到 Ν 44 Π 年的 353 Μ4 Σ
,

其中 Ν 44 Υ 年最高

达到 3ΜΥ Τ4 Σ Λ 广东外贸进出 口 总额 占全 国比重从

3Φ Μ4 年的 33 ΠΠ Σ 上升到 Ν4Ι 刃 年的 Τ2 Μ5 Σ
,

近几年

稳定在Τ4Σ左右
。

黄静波的研究表明
<

广东外贸依存

度反映了广东对外开放的程度
,

外贸依存度提高与

实际关税率降低推动了广东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

表 Υ 广东省与全 国外贸依存度 比较

年年份份 全国外贸依存存 广东外贸依存存 广东外贸总额占全全

度度度 ΙΣ ϑϑϑ 度 ΙΣϑϑϑ 国比重 ΙΣ ϑϑϑ

333 Φ Μ 444 3 Ν Υ 555 3 2
,

Τ 333 3 3 Π ΠΠΠ

333 Φ Μ 222 Ν Ν 2 ΦΦΦ Ν Π Τ555 3 Π 4 ΥΥΥ

333 ΦΦ 444 Ν Φ Φ 444 2 4 4 222 Ν Π Μ ΜΜΜ

333 Φ Φ 222 Υ 4 Μ ΠΠΠ 3 Τ 5 5 222 Τ Τ Υ 333

ΝΝΝ 4 4 444 Υ Υ 2 333 3 Υ 2 Π 222 Τ 2 Μ555

ΝΝΝ 4 4 222 5 Τ Μ 555 3 5 4 Μ 222 Τ 4 4 ΦΦΦ

ΝΝΝ 4 4 555 5 2 4 ΝΝΝ 3 2 Π 4 444 Ν Φ Φ 444

ΝΝΝ 44 ΠΠΠ 55 Ν ΠΠΠ 3 5 3 Μ 444 Ν Φ 3 555

数据来 源
< ΝΙ[ϑ Μ 年《中国统计年鉴》

。

率
,

促进了广东经济增长 Λ “鼓励出口 限制进口
”

的贸

易政策导致了一定程度上存在强制性出 口的情况 Λ 人

民币低估与外汇管制与广东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相关

性
。

广东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

突破外汇市场管制等政

府干预的影响气

Ι五 ϑ贸易依存度上升与外贸风险和经济安全

外贸依存度上升带来了风险和经济安全问题
,

一

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

中国可能遭受难以预料的损

失
。

ΝΙ[ϑ Π 年中国外贸依存度 55 ΝΜ Σ
,

处于偏高运行

线上
,

整体风险不大
,

但是中国外贸风险主要来 自其

结构性
,

必须认清外贸结构性风险的性质和来源才能

控制Ι傅钧文
,

Ν44 2 ϑ
。

∴在出 口 依 存度上 升过程 中
,

各个产业依存度差

异较大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强
,

容易落人
“

比较优势陷阱
” ,

使 中国贸易结构固化
,

处于不利地

位 Λ也说明其他要素型产品的出口 竞争力还不强
。

如

果外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进人衰退期或不景气时

舞卜卜一俄劝

哥二姗毋ΜΜΝ

芝ΨΩ日畏

34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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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对产品的需求下降
,

必然引起中国经济衰退
。

Ν 中国进 口 依存度相对不高
,

但个别产业和产 品

进 口 依赖性强

近几年
,

中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依赖性

不断提高
。

Ν 44 Π 年
,

农产品进口 依存度为 3 Ν2 Σ
,

原

油进口依存度为 Τ2 Σ左右
。

有关预测显示
,

Ν4 Ν4 年中

国一些重要资源 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
<

铜 ΜΝ Σ
、

锌

5 ΦΣ
、

铁矿 2ΝΣ
、

铅 2Ν Σ
、

锰矿 ΤΜ Σ等 阎 。

这类产品需

求弹性比较低
,

国内经济增长 已离不开国际资源支

撑
,

但是
,

供给受制于出 口 国政治局势
、

经济贸易政

策
,

以及国际市场垄断和操纵行为
。

对关键设备技术
、

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 依存度大
。

Ν 44 Π 年
,

中国机电产

品的进口依存度为 32 Ν3 Σ
,

高新技术产品的进 口依

存度为 Μ ΠΣ
,

可见
,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受

制于人
,

可能被锁定在全球产业分工链的低端
。

Τ 对外 贸易伙伴分布不均衡
,

对欧盟
、

美 国和 日

本的贸易依存度较高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

Ν 44 Π 年中欧双边贸易总额

为 Τ2 53 2 亿美元
,

占中国进出 口贸易总额 35 ΤΜ Σ
,

比上年增长 ΝΠ Σ Λ 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 Τ4Ν 4 Μ 亿美

元
,

占 3Τ Φ 4Σ
,

增长 巧Σ Λ 中 日双边贸 易总值为

ΝΤ 54 Ν 亿美元
,

占 34 Μ5Σ
,

增长 3Τ Φ Σ
。

对欧盟
、

美国

的巨额顺差引起了欧
、

美
、

日各国的重视
,

成为引发中

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

根据商务部公布

的报告显示
,

3Φ Φ2 ] Ν4 45 年
,

中国连续 3Ν 年成为全球

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

Ν4 4Υ 年加拿大和 Ν 44 5

年美国对中国开启 了首例反补贴调查
。

Ν44 5 年
,

有 Ν2

个国家 Ι地区 ϑ对中国发起
“

两反两保
”

即反倾销
、

反补

贴
、

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 Μ5 起
,

同比增长 ΤΠ Σ
,

涉案

金额 Ν4 2 亿美 元
,

与 Ν 44 2 年 基本持 平
。

中 国在

Ν 44 Ν 一Ν 44 Π 年间成为遭受美国
“Τ ΤΠ 条款

”

调查最多的

涉案国
,

仅 Ν 44 Π 年遭遇 3Π 起 ΤΤΠ 条款调查
,

占其同

期调查案件的 2 4Σ以上
,

涉案金额超过 Ν4 亿美元
,

同比分别增长 Τ 4 ΜΣ和 5Φ Σ
。

事实上
,

Ν 44 Π 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引起发达国

家经济危机
,

已经对 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
,

高外

贸度所潜在 的隐患和风险 已经显露出来
。

从现实经

济可以得到说明
< Ν4 4 Μ 年下半年已 经冲击到中国外

贸和经济发展
。

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
,

Ν44 Μ 年前三季

度
,

中国外贸出 口 3Φ 5Π3 Τ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Ν2 Ν Σ
,

比上年同期高出 3 Μ 个百分点 Λ 其中
,

出口 34 ΠΥ 4 5 亿

美元
,

同比增长 Ν Ν ΤΣ
,

比上年 同期低 Υ 5 个百分点 Λ

进 口 ΜΦ Τ4 Π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Ν Φ 4 Σ
,

比上年同期低

Φ Φ 个百分点
,

表明外需和内需同时下降
。

三
、

外贸依存度的解析与判断依据

盔卜卜一姗功

盔二珊扮的Μ叫

盏比Ψ山公

在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过程中形成了外贸不平

衡问题
,

要对外贸依存度作出比较准确的高低判断和

损益评价
,

必须揭示外贸对提高生产力水平
、

经济效

率
、

就业水平及工资收入 的贡献
,

以及贸易条件和贸

易环境的变化情况
。

外贸依存度含义及其计算方法

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
,

尽管存在一定

缺陷
。

外贸依存度由对外贸易与 3 4 5发展的相对速

度
、

汇率与通货膨胀率共 同决定
,

但其数值高低还不

能准确说明其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

这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说明
。

从计算方法上看
,

3 4 5 属于增加值指标
,

进出口

额按现值计算
,

属于流转额指标
,

在统计学不具有可

比性
,

不能准确反映进出口 贸易对增加值的贡献度 0

而且进出口 贸易值也不能反映贸易效率
,

更不能说明

贸易条件
、

贸易环境的状况
。

进出口值通常按美元结

汇
,

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 贸易活动
,

引起外贸依存度

值的变化
。

% ∃ 世纪 2∃ 年代初至 %∃∃ , 年这段时间
,

人

民币大幅度贬值
,

促使出 口贸易增加
,

出口依存度提

高 0相 反
,

近几年的人民币升值使外贸依存度略有下

降
。

在经济系统处于通货膨胀过程中
,

价格上升
,

3 4 5

就会增加
,

外贸依存度就会降低
。

如 %∃∃ , 年中国调高

3 4 5 值就引起当年外贸依存度下降
。

从统计范围与计算内容看
,

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

货值也计算在外贸总额中
,

导致中国外贸依存度 的
“

虚高
” 。

中国大力引进外资
,

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
,

原材料和零部件在进 口和出口 环节都统计进人
“

外贸

额
”

中
,

海关
“

双向
”

重复统计使外贸总额在一定程度

上被
“

高估
” 。

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
,

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的比重越高
,

外贸依存度就越低
。

中国第三产

业占 3 4 5 的比重仅为 )∃ − 左右
,

大大低于美国的

( ,−
,

中国外贸依存度存在大于美国的条件
。

针对外贸依存度的缺陷
,

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外贸依存度进行了深人研究及修 正
。

薛荣久采取

3 4 5 加倍或进出口额平均值来计算6国 ,

许统生从相对

经济规模
、

三次产业结构
、

购买力平价方法和汇率等

方面进行修正
,

郭羽诞采用出口增加值来计算依存度
冈 ,

沈利生的
“

经济活动总量
”

计算法 627 。

张素芳和房剑

对商品贸易依存度和服 务贸易依存度进行加权平均

来计算 8.7 。

但是
,

由世界银行提出的外贸依存度计算

方法已经约定俗成和普遍使用
,

新的计算方法难以推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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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外贸依存度都按 同

一方法计算时
,

并不改变各国相互
“

开放市

场
”

的比较关系
。

上述分析表明
,

仅从数值大小来看
,

不能

准确判断和评价外贸依存度高低
。

必须透过

依存度
“

数值
”

看到贸易深层问题
,

主要是看

表 2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Ι3 ΦΦ 2
一 Ν 4 4 2 ϑ

全球化与中国

年年份份 3 Φ Φ 222 Ν 4 4 444 Ν 4 4 333 Ν 4 4 ΝΝΝ Ν 4 4 ΤΤΤ Ν 4 4 ΥΥΥ Ν 4 4 222

进进 口价格指数数 3 Τ 444 3 Υ 222 3 Υ ΜΜΜ 3 Υ 333 3 Υ ΤΤΤ 3 Υ 555 3 Υ ΠΠΠ

出出口价格指数数 3 4 ΦΦΦ 4 Φ 222 4 Φ ΤΤΤ 4 Μ ΦΦΦ 4 Μ ΜΜΜ 4 Φ 444 4 Φ ΝΝΝ

价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 4 Μ ΥΥΥ % 5 555 4 5 ΤΤΤ 4 5ΤΤΤ % 5 ΝΝΝ 4 5 ΥΥΥ 4 5 222

资料来源
<
崔津渡

、

李诚 邦 ΙΝ 44 5 ϑ对 贸易条件的计算
。

对外贸易对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率
,

增加就业水

平及工资收人
,

改善贸易条件和贸易环境是否有促进

作用
。

外贸发展过程经验表明
<

中国生产效率和生产

力有所提高
,

带动了就业和经济增长 Λ 出口 模式从原

材料主导型转变成了制成品主导型
,

制成品的技术层

次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Λ 也出现了一些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
、

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
。

这些都是外贸带来

的积极影响
。

但是
,

这部分所占比例较小
,

外贸引起

的技术进步较为有限
。

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

出口导

向政策使对外贸易收益的分配倾向于外资企业
,

以优

惠的土地和出口 退税形式
“

转移
”

给了外资企业 Λ 劳动

者所得收人并不高
,

劳动力仍然处干廉价的地位
。

单

位产品的创汇能力不断下降
。

值得担忧的是
<

中国外贸依存度不断走高在一定

程度上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
。

中国出口 的主

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

附加值较低
,

供求价格弹性较

高 Λ 进 口 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

能源和各

种资源性产品的进口 近几年也大量增加
,

其需求价

格弹性较低
。

这种价格弹性不对称导致中国对进 口

品的依赖性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性
。

中

国大国效应还会引起进口 品价格的上涨
,

不仅会加

剧中国对进 口 品的依赖
,

而且还会恶化中国贸易条

件
,

降低经济福利 334ς
。

总体看
,

在 3Φ Φ 2 ] Ν44 2 年间
,

进

口价格指数上升了 3ΠΣ
,

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率约为

3Π Σ
,

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的幅度比较大
,

从 4 ΜΥ

下降到 4 5 2Ι 见表 2 ϑ
,

说明伴随高外贸依存度而来的

是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33 ’ς。

四
、

结论与对策建议

外贸依存度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
,

不

能简单处理
,

其结论和政策是多方面的
,

其基本思想

是追求进口 与出口平衡发展阶段
,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持续稳定发展
。

Ι一 ϑ结论

第一
,

从效果看
,

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

带

动了生产力
、

生产效率和就业水平的提高 Λ 但是
,

Κ % ∋

及其收人增长率慢于外贸增长
,

技术进步有限 Λ 外资

企业获得了优惠土地和出口 退税政策的转移支付
,

劳

动者所得收人的比例不高 Λ 单位产品的创汇能力不断

下降
,

贸易条件和贸易环境恶化等
。

第二
,

从外贸依存度的结构看
,

外贸发展出现了

多方向不平衡状况
<

出口远大于进 口
,

出口依存度过

高 Λ 加工贸易发展快于一般贸易 Λ服务贸易滞后于货

物贸易发展 Λ进出口 市场比较集中在几个国家 Λ进出

口产品比较集中等
,

带来一定的外贸风险和经济安全

问题
。

第三
,

从地区看
,

出现了外贸依存度区域性失衡
。

东部发达地区外贸依存度较高
,

出口依存度高干进 口

依存度 Λ 中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较低
,

进 口依存度比

较高
。

说明广东
、

上海及其东部地区外源型经济发展

较好
,

可以发挥它们对中西部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Λ

内需是拉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

第四
,

从动态角度看
,

外贸依存度上升的支撑力

逐渐降低
。

从全球化及外贸依存度变化趋势来看
,

中

国外贸依存度处于正常的上升阶段 Λ 随着近年来人民

币升值
、

通货膨胀
、

降低出 口退税率以及限制加工贸

易等因素逐渐发挥作用
,

外贸依存度上升的势头会有

所抑制
。

但是
,

现实并没有等到外贸依存度缓慢降低
,

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
,

使中国高外贸依存度的风险加

大
,

必须加快政策调整力度
,

争取外贸及经济发展的
“

软着陆
” 。

第五
,

从计算方法和统计内容看
,

不能简单地从

外贸依存度指标值的大小来判断其对经济发展 的高

低和好坏程度
。

外贸依存度存在不少缺陷
,

但仍然是

一个
“

约定俗成
”

的指标 Λ 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对外开放

的程度
。

在运用外贸依存度时
,

必须透过外贸依存度
“

数值
”

本身
,

注意 Κ % ∋ 增长及其产业结构
、

汇率与通

货膨胀率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
。

Ι二 ϑ对策建议

不断上升的外贸依存度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

不能离开外贸 的发展
,

人口 增长和就业压力越来越依

赖外贸增长
。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

短期政策取向

是不能放弃多年培育形成 的外贸基础
,

加大政策扶持

和指导力度
,

稳定出口增长
,

进一步保持外贸的持续

益卜卜一姗伪

臣二姗毋留。⊥

芝 ΩΝ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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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二姗扮的44囚

乏比4山比

增长
,

为确保全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动

力
。

长期对策应是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

采取
“

中

性
”

的外贸政策##%#
,

加快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

促进对外贸易内部各项平衡
。

一方面
,

必须看到国际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压力 0 另一方面
,

也必须看到危机

所带来的机遇
,

为中国出口行业整合
、

产业转移和产

业升级提供了外部动力
。

#
∗

保持外贸政策的稳定性
,

维持外贸持续增长

多年出口导向政策的引导
、

培育形成了一定产业

基础和出口 竞争力
,

以出口增长快于进 口 增长 的势

头
,

推动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
,

外贸增长格局仍然维

持一定的惯性
。

近几年
,

人民币持续升值
、

降低和取

消出口 退税
、

保证金台账
“

实转
”

管理
、

《劳动合 同法》

实施降低企业用工灵活性
、

扩大加工贸易行业限制清

单等
,

其滞后的效应已经显示出来
。

加上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
,

可能会使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出现
“

硬着

陆
” ,

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较严重的伤害
,

多年培育起来

的出 口竞争力将被抵消
。

必须保持外贸的持续增长
,

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就业稳定增长
。

采取较低

保护和相对温和的出口 鼓励等过渡政策
,

以进出口 并

重的贸易奖励制度取代单纯的出口 导向
,

促进中国外

贸和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

另外
,

积极开拓非洲
、

南

美
、

中东
、

东南亚和俄罗斯等新型市场
,

实行出口市场

多元化
,

降低对发达国家出口依存度
。

%
∗

稳定外资企 业及其加 工贸易的发展
,

在增量方

向上引导高素质外资企 业来中国投资

外资及其加工贸易的性质就是
“

加工增值
” ,

具有
“

候鸟
”

特征
,

没有稳定的政策
, “

存量
”

的外资必然会

流出去
,

大批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失业对经济发展带

来多方面冲击
。

所以
,

进一步推进外资加工贸易企业

转型升级
,

实现组织形态转型
、

技术形态转型
、

区域梯

度转移等
,

鼓励多年受外资企业辐射的民营企业来承

接
,

实现从委托贴牌加工 &9 : ; ∋ 向委托设计制造

&<4 ; ∋乃至 自创品牌 &<=; ∋方 向转移
,

延长国内产

业增值链
,

逐渐转向内销市场
。

在增量方向上
,

通过

降低能耗
、

减少环境污染
、

提高社会责任等方面提高

外资进人门槛 0 通过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政策
,

引导

新增的外资企业和跨国企业向高技术
、

高附加值产

业发展 0 提高出口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档次
,

增强国际

市场竞争力
。

进 口贸易重点应放在战略性物资和能

源
,

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所亚需的先进设备上
,

从而增

强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
,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

)
∗

积极扩大 内需
,

减轻出 口 压 力
,

挖掘进 口 潜力

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状态要求扩大进口 和减少

出 口
,

但是出口 受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的局限
。

因

此
, “

调顺差
”

不等于减少出口
,

还可以增加进 口 来调

减顺差
。

这就要求通过扩大内需来扩大进 口
,

并消化

一部分出 口产品
。

主要大国经验表明
/
一般以内需作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

单纯依靠进出口 贸易较难获

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注重对

基础设施投资
、

出口 导向政策来带动就业和收入的增

加
,

经济增长
、

就业和收人增长并没有带来内需增长
。

据商务部统计
,

国内 1 ∃ ∃ 种主要消费品中
,

供大于求

的有 + )∃ 种
,

占 (#
∗

(−
,

供求大体平衡的有 #(∃ 种
,

占

% 2
∗

) −
,

供不应求的没有 &刘伟
、

苏剑
,

%∃ ∃( ∋
。

通过扩

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方

针
。

内需受到消费者收人及其消费倾向
、

消费结构和

跨期安排 的影响
,

政策建议主要有
/
一是继续推进收

人分配制度改革
,

防止收人分配差距过大
,

扩大中低

收人者的收人
,

为扩大内需创造基础条件 0 二是切实

减轻农民负担
,

实施扩大农民消费的财政政策
,

培 育

扩大内需 的新增长点 0 三是加快税制改革步伐
,

健全

公共财政
,

为内需增长提供新依托 0 四是深化就业和

保障体制改革
,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提高居民消费倾

向
,

士曾强居民消费信心 0 五是短期制订鼓励进 口 的产

品和技术引进目录
,

对以一般贸易方式进 口 的月录内

产品以贴息或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
。

+
∗

积极实施
“

走出去
”

战略
,

加 强对企业
“

走出去
”

投资和服务支持

中国实施多年的出口 导向和招商引资政策促进

了经济快速发展
,

也形成了较强的出口贸易和外资依

赖性
,

必须对外资
、

外贸政策作重大调整
。

一是放宽

企业对外投资渠道
,

引导和支持企业到外国从事劳动

密集型
、

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投资
,

实现产业向海外转

移
,

可以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
,

并且缓解 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
。

二是鼓励和扶持商

业银行在海外设点
,

为中国的海外企业提供便利 的

融资渠道
。

三是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缺乏经验和人 才

的现状
,

加大信息咨询
、

涉外人员培训等服务
。

,
∗

加大服务业体制 改革和开 放
,

促进服务贸易的

发展

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有增长潜力的领域
。

服务贸易增长既能扩大劳动力就业
,

优化产业结构
,

带动 3 4 5增长并降低外贸依存度
,

而且服务贸易产

品的出口 还可以提升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

因此
,

大力

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外贸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

也

改革
# ∃ (



是降低外贸依存度的一个有效方法
。

一是加大国内

服务业的开放力度
,

降低政府对服务业的控制和垄

断
,

提高服务业市场化程度
。

二是加快服务贸易国际

化进程
,

引导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

扩大服务

贸易出口
,

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贸易自由化竞争和区

域合作
,

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

三是积极挖掘银行与保

险
、

商贸与物流业
、

咨询
、

法律
、

租赁等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的发展潜力
,

扶持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

扭转服

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
。

5 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的力度

外贸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
。

中西部地区由干地理位置及交通局限
,

经济和社会发

展相对缓慢
,

其外贸依存度要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

而且进 口依存度要大于出口依存度
。

对此
,

政府必须

对中西部地区加强引导
,

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力

度
,

提高外贸对其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

通过外贸提

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就业和收人水平 Λ增强消费能力

和扩大内需
,

提高内需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

Π 切实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
,

建立 健全

外贸风险预 警机制

外贸依存度过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
“

外

源
” 。

进 口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产业主要是能源
、

资源
、

高新技术产品等
,

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
。

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贸评价体系
,

建立完善的外贸预警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

充分利

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

全方位
、

多层面应

对和化解贸易摩擦
,

当企业遇到反倾销投诉时
,

引导

企业积极应诉
。

积极优化进出口 商品结构
,

对一些有

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实行出口 管制 Λ 积极开拓新市

场
,

实现能源和矿产资源进 口 来源多元化 Λ加强海外

资源合作开发
,

建立长期供给的保障体系和国家战略

物资储备制度 Λ 更重要的是调整能源和资源战略
,

通

过节能降耗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

全球化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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