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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最终消费与我国贸易顺差
*

———兼论全球经济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冲击

卢万青

内容提要:当前研究认为我国贸易顺差来源于 国 内 实 际 因 素，至 于 是 何 种 实 际 因 素 却 存 在 分 歧。本 文 建 立 的

贸易收支决定模型认为，本国供给相对上升，本国需 求 相 对 下 降，本 国 供 给 相 对 于 本 国 需 求 过 剩，是 我 国 贸 易 顺 差

形成的根本原因。根据模型还可知，全球经济危机虽然 导 致 我 国 进 出 口 大 幅 下 降，但 对 我 国 贸 易 顺 差 的 作 用 相 对

较小;人民币升值对本国相对需求影响较小，但是对 本 国 相 对 供 给 影 响 较 大，如 果 人 民 币 大 幅 度 升 值，我 国 大 部 分

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会丧失比较优势，我国贸易顺差因此而出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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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dvantage，Final Consumption and Trade Surplus in China
———Concurrent Discussion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RMB Exchange Rate on Chinese Trade Surplus

Lu Wanqing

Abstract:Current researches consider that Chinese trade surplus comes from the domestic real factors，but there is no

agreement on which kind of real factors. The result drew from the trade balance determination model built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Chinese trade surplus comes from the rising domestic supply and the dropping domestic demand. It also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global crisis on the trade surplus is small but that of appreciation of RMB is great. If RMB exchange rate

appreciates by a great amount，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trade surplus may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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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对外贸易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小 幅 逆 差，90
年代小幅顺差，2000 － 2004 年每年只有二三百亿美

元的顺 差，2005 － 2008 年 我 国 的 贸 易 顺 差 快 速 上

升，2008 年的贸易顺差高达 2954. 7 亿美元，巨额顺

差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也增加了中国与贸

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关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现有研究认为

我国贸易顺差来源于国内实际因素，而非货币因素

或外部因素，但至于是何种实际因素却存在较大争

议，具体如下:①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李稻葵、李
丹宁(2006) 认 为，中 美 的 贸 易 顺 差 来 自 两 个 方 面:

一方面是中美国储蓄率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由

于世界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何帆、张明(2007)

认为，国内总储蓄超过国内总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

存在的原因，若政府对当前的高储蓄高投资采取自

由放任政策，未来贸易顺差会继续上升，若政府采取

积极的调整政策，未来贸易收支趋于平衡。管涛、王
信等(2007) 认为，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往往会

出现较大的顺差，当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正常，贸

易较大顺差反映了我国国民储蓄的持续较快增长、
我国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和强劲的外部需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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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佟家栋

(2007) 认为，中 国 廉 价 劳 动 力 优 势 的 长 期 存 在，中

国的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中国吸引的大量外商直

接投资，是造成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原因。张家胜、
祁春节(2007) 认 为 国 内 有 效 需 求 不 足 和 国 内 投 资

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

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我国贸易收支出现顺

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

化、金融抑制等深层原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

较长 时 期 内 存 在。③中 国 式 的 财 政 分 权:许 煜、徐

翱、尚长风(2007) 采 用 多 变 量 的 Johnsen 协 整 方 法

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贸易收支

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它对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具有

显著的正效应，而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减轻贸易收

支顺差，反而加剧了贸易收支顺差。④人口年龄结

构:王仁言(2003) 认 为，人 民 币 汇 率 与 贸 易 差 额 的

相关性不显著，而人口年龄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出

现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人口赡养率下降引起的国

民储蓄增加、消费需求不振、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

造成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并且未来 15 年内顺差的格

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⑤实际冲击而非货币冲击，

但未指出何种 实 际 因 素:张 茵、万 广 华 (2005) 运 用

SVAR 方法对 1985 － 2000 年 间 的 贸 易 余 额 进 行 实

证研究，他们认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

主要因素，使用货币手段对此难以有所改变，人民币

汇率存在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不大。
当前贸易顺差成因的研究或者是定性分析，缺

乏一些说服力，或者是西方贸易理论的直接套用，不

一定适用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属于人口众多地

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处于转轨阶段，

这种特殊国情使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贸易顺差

的解释力度有限，本文将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

贸易收支决定模型，并用于对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

进行 解 释。下 面 内 容 包 括:第 二 部 分 在 对 Diamond
模型修改的基础上，构建贸易收支决定的微观模型;

第三部分在微观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贸易收支决定

的宏观模型;第四部分运用模型对我国贸易收支的

形成原因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重新阐述均衡汇

率的新涵义，并分析贸易顺差的拐点何时会出现;第

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贸易收支决定的微观模型

下面我们对 Diamond 模型进行修改，把它从封

闭经济拓展到开放经济，得到本文的贸易收支决定

的微观模型。
前提假 设 包 括:①世 界 上 有 两 个 国 家，即 A 国

和 B 国，假设不存在政府，只有厂商、居民和外部经

济三个部门。A 国 ( 或 B 国) 厂 商 的 产 品 可 以 供 给

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A 国( 或 B 国) 居民可以消费

来自本国或外国的产品。②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都

是完全竞争市场。③厂商并不生产和出售中间品，

只生产和出售最终产品。④没有资本和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只有商品的跨国流动。⑤不存

在企业的跨国资金借贷与外商直接投资。
( 一) 本国(A 国) 的居民消费

假定个人生存 两 期，在 第 t 期 出 生 的 人 的 效 用

表示为:

U =
C1 － θ

1 t

1 － θ
+ 1
1 + ρ

C1 － θ
2 t +1

1 － θ
，θ > 0，ρ > － 1 (1)

其中，C1 t和 C2 t + 1 分别表示第 t 期出生的人在第

t 期和第 t + 1 期的消 费，C2 t 分 别 表 示 第 t 期 老 年 人

在第 t 期的消费，θ 是相对风险回避系数，ρ 为 未 来

效用的贴现率，又称为时间偏好率。
该消费者选择受到一生预算约束条件的限制:

C1 t +
C2 t +1

1 + r
= wt (2)

这一条件表明，一生消费的现值等于初始财富

( 此处为 0) 加上一生劳动收入的现值，即为 wt，r 为

实际利率。
个人在预算约束式(2) 下最大化式(1) ，拉格朗

日函数为:

L =
C1 － θ

1 t

1 － θ
+ 1
1 + ρ

C1 － θ
2 t +1

1 － θ
+ λ(wt － C1 t －

C2 t +1

1 + r
)

一阶条件为:

C － θ
1 t = λ，

1
1 + ρ

C － θ
2 t +1 = 1

1 + rt +1
λ

一阶条件与式(2) 一起，经整理后可得:

C1 t = (1 + ρ) 1 / θ

(1 + ρ) 1 / θ + (1 + rt +1 ) (1 － θ) / θwt (3)

个人消费者第 1 期的储蓄为:

S1t = wt － C1t =
(1 + rt+1) (1 －θ) / θ

(1 + ρ)1 / θ + (1 + rt+1) (1 －θ) / θwt (4)

由式(4) 可知，偏好储蓄地 区 ( 例 如 东 亚 国 家 )

的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评价较高，因此 ρ 较小，见

式(2) ，其储蓄 S1 t 较高;偏好消费地区( 例如欧美国

家) 的消费者，对未来消费的评价较低，因此 ρ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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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储蓄 S1 t较低。中国消费者之所以偏好储蓄，主要

原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储蓄，并且中国人偏好把财产留给后代，

中国消费者的 wt 中有一部分用于自己的消费，另一

部分留给后代，因此中国消费者的 C1 t更低，S1 t更高;

第二，当前我国福利制度尚不完善，中国消费者出于

谨慎动机的储蓄意愿强。
( 二) 本国(A 国) 的生产部门

本 国 代 表 性 厂 商 雇 用 劳 动 与 租 借 资 本 生 产 产

品，生产函数是不变规模报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

F(Kt，Lt) = AtK
α
t L

β
t (5)

其中，Kt 是 厂 商 租 借 的 资 本，Lt 是 厂 商 雇 用 的

劳动力，At 是生产的技术水平。

在完全竞争的 生 产 要 素 市 场 上，对 式 (5) 求 一

阶偏导并令其等于生产要素价格可得本国代表性厂

商的最优化条件:

FK (Kt，Lt) = αAtK
α －1
t Lβ

t = r (6)

FL(Kt，Lt) = βAtK
α
t L

β －1
t = W (7)

其中，r 为利率，W 为工资，FK (Kt，Lt ) 和 FL (Kt，

Lt) 为 F(Kt，Lt ) 对 Kt 和 Lt 的 一 阶 导 数。F(Kt，Lt )

的二阶导数 FKK (Kt，Lt ) = α(α － 1) AKα － 2
t Lβ

t < 0，FLL

(K，L) = β( β － 1) AKαLβ － 2 < 0，也就是说，边际生产

函数 FK (Kt，Lt) 和 FL(Kt，Lt) 是递减的函数。因此，

当本国 工 资 W 越 低 时，根 据 式 (7) ，厂 商 的 产 量 F
(Kt，Lt) 越大;当本国的技术水平 At 越高时，根据式

(6) 和式(7) ，厂商的产量 F(Kt，Lt) 越大。
( 三) 世界商品市场的均衡

所考察的时期处于第 t 期，第 t 期世界生产和消

费的最终产品相等，即:

Σ
j
F(Kt，Lt) + Σ

j*
F * (K *

t ，L*
t )

= Σ
i1

C1 t + Σ
i2

C2 t + Σ
i1 *

C *
1 t + Σ

i2 *
C *

2 t (8)

其中，Σ
i1

C1 t 和Σ
i2

C2 t 分别表示第 t 期本国所有

年轻人 的 消 费 和 所 有 年 老 人 的 消 费，Σ
j
F(Kt，Lt)

表示第 t 期本国所有企业生产的产量，加 * 号的表

示世界其他国家( 即 B 国)。根据式(8) ，本国的贸易

收支表示为:

NXt = Σ
j
F(Kt，Lt) － Σ

i1
C1 t + Σ

i2
C2( )t

= Σ
i1 *

C *
1 t + Σ

i2 *
C *

2( )t － Σ
j*

F * (K *
t ，L*

t ) (9)

其中，NXt 为本国的净出口。本国的贸易顺差相

当于本国居民增持外国资产。因此，第 t 期本国年轻

人的储蓄总额Σ
i1

S1 t 增加了 NXt 的外国资产，而第 t

期外国年轻人的储蓄总额Σ
i1 *

S*
1 t 减持了 NXt 的外国

资产，这样才能保持两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本国供给

Σ
j
F(Kt，Lt) 越 大，或 者 外 国 供 给Σ

j*
F * (K *

t ，L*
t )

越小，也即是本国相对供给越大，本国的贸易顺差越

大;本国需求 Σ
i1

C1 t + Σ
i2

C2( )t 越小，或者外国需求

Σ
i1 *

C *
1 t + Σ

i2 *
C *

2( )t 越大，也就是本国相对需求越小，

本国的贸易顺差也越大。

三、贸易收支决定的宏观模型

基于以上贸易收支决定的微观模型，下面我们

进一步推导得到贸易收支决定的宏观模型。
( 一) 贸易收支决定的宏观模型

1. 贸易收支决定的宏观模型。
由国民收 入 恒 等 式 C + I + G + X = C + S + T

+ M，其中，C 是消费，I 是投资，G 是政府支出，X 是

出口，S 是 储 蓄，T 是 税 收，M 是 进 口。该 恒 等 式 经

变换可得:

NX = X － M = (C + S + T) － (C + I + G)

= DS － DD
其中，NX 是 净 出 口，即 贸 易 收 支 余 额，DS = C

+ S + T 是 本 国 国 内 供 给，DD = C + I + G 是 本 国 国

内需求。
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净出口为:

NX * = X * － M * = (C * + S* + T* )

－ (C * + I* + G * ) = DS* － DD *

其中，变 量 的 含 义 同 上，加 * 号 表 示 世 界 其 他

国家。
由于本国的出口和进口分别是世界其他国家的

进口和出 口，即 NX * = － NX * ，再 考 虑 到 国 内 供 给

和国内需求的决定因素，我国净出口函数可以进一

步表示为:

NX = DS － DD = DD * － DS* (10)

式(10) 的宏观模型与式(9) 的微观模型是一致

的，都说明了当本国的相对供给超过相对需求时，产

生贸易顺差;当本国相对供给小于相对需求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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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
比较优势和最终消费分别从相对供给和相对需

求两方面决定一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一方面，我们

用比较优势产业长度来衡量本国的相对供给能力。
当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长度 KL 增长时，本国的相对

供给增加，即 DS 相对 DS*
增加，本国的净出口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用相对最终消费率 CONS 来衡量本国

的相对需求能力。当本国的相对最终消费率 CONS
下降时，本国相对需求下降，即 DD 相对 DD*

下降，本

国的净出口增加。因此，式(10)可以进一步写成:

NX = f(KL，CONS) (11)

2. 本国相对供给的衡量和决定。
下 面 我 们 用 综 合 比 较 优 势 来 衡 量 本 国 相 对 供

给，而综合比较优势的大小可以用比较优势产业长

度指标来反映。
(1) 本国相对供给能力的衡量。我们首先对比

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李嘉图

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是国与

国之间生产同一产品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赫克歇

尔和俄林模型的比较优势成为外生资源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差别解释了生产成本的

不同，以此说明比较优势的产生;新克鲁格曼模型里

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从规模

经济来说明比较优势的存在;杨小凯模型的比较优

势叫内生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对于一个即使没有

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

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
不管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偏重于

相对成本优势，即“低成本竞争优势”。迈克尔·波

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理解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

全竞争假设条件下( 同时暗含了各国之间不存在技

术水平的差异和要素禀赋不一定有差别这两个重要

假设) ，产品表现为综合优势的差别，不仅包括价格

优势( 比较成本优势) ，而且包括一切影响产品竞争

力的 因 素，如 品 牌、制 度 环 境、垄 断 力 等 竞 争 优 势。
波特认为，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两个

不同的层次上。低层次的竞争优势是一种“低成本

竞争优势”，而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产品差

异型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主要着眼于国家这个宏观领域，注重

于比较国与国之间优势的差别，从整体上界定一国

的比较优势所在。而竞争优势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与

企业这个微观领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便波特将

竞争优势拓展到产业和国家领域，但他的研究始终

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微观领域。由于本文是宏观层面

的分析，并且上面的微观模型假设生产要素和产品

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即不考虑产品差异化问题，

因此，我们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以比较优势指数来反

映一国 某 产 业 的 相 对 供 给 能 力，以 综 合 比 较 优 势

( 即比较优 势 产 业 长 度) 来 衡 量 一 国 整 体 的 相 对 供

给能力。
本国比较优势产业长度的计算具体包括两个步

骤:第一，我们可以计算单个行业比较优势指数。一

国在某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则该行业的出口大于进

口，净出口越大，则比较优势越强;一国在某行业具

有比较劣势，则 该 行 业 出 口 小 于 进 口，比 较 劣 势 越

强，则净进 口 越 大。我 们 以 Xi 表 示 i 行 业 的 出 口

额，以 Mi 表示 i 行业的进口额，则 i 行业的比较优势

指数为 Ki =
Xi － Mi

Xi + Mi
，其中，i = 1，2，…，n，即总共有 n

个行业。第二，再计算本国综合比较优势，即本国的

比较优势 行 业 长 度。比 较 优 势 行 业 长 度 的 公 式 为

KL = KiWi，其中，Ki 为 i 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Wi 为

该行业在本国 GDP 所占的比重。当 KL = 0，表示本

国既无比较优势也无比较劣势;当 KL > 0，表示本国

处于比较优势，KL 越大其比较优势越大;当 KL < 0，

表示本国处于比较劣势，KL 越小其比较劣势越大。
(2) 本国相对供给的决 定 方 程。根 据 式 (9) 以

及式(6) 和(7) ，决定本国相对供给的因 素 包 括:①
本国的相对工资越低，本国生产的产量相对上升，本

国相对供给越大;②本国的相对技术水平越高，本国

生产的产量 相 对 上 升，本 国 相 对 供 给 越 大;③当 α
+ β > 1 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本国的相 对 规 模 越

大，本国比较优势越强，本国相对供给越大;④本国

货币升值，本国企业生产成本相对上升，本国企业的

产量下降，本国相对供给减小。综上所述，比较优势

产业长度 KL 的决定公式为:

KL = g(W
－

，A
+

，SCALE
+

，REER
－

) (12)

其中，W 为 本 国 的 相 对 工 资，反 映 劳 动 力 成 本

优势的变化，A 为本国的相对技术水平，反映技术优

势的变化，SCALE 为本国相对的经济规模，REER 为

本国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
3. 本国相对需求的衡量和决定。
我们用相对最终消费率指标来衡量本国相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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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能力。
(1) 本国相对需求能力的衡量。本国国内需求

可以分成国内投资需求与国内消费需求，虽然同是

需求，但这是两种需求的性质是不同的:①投资需求

消耗了原材 料、中 间 产 品 和 劳 动 力，生 产 出 出 厂 产

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价值没有消灭，而

是转移到了出厂产品中去;也即是说，投资需求消耗

掉一部分商品，但是会产生另一部分商品，通常情况

下是更多 的 商 品。消 费 需 求 消 耗 掉 最 终 产 品 和 服

务，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复存在。②一般而言，

投资需求的 主 体 ( 即 厂 商) 投 资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获 取

利润，而消费需求的主体( 即居民和政府) 是为了满

足自身的效用。对于一个封闭经济体而言，消费需

求的大小可以决定其国内需求的大小，消费需求越

大，投资需求越大，反之则反之。因此，本文认为衡

量一个经济体自身国内需求的大小，可以用消费需

求的大小来衡量。

根据以上分析，本国相对需求能力用本国相对最

终消费率表示，即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率

之比，记为 CONS，其中，最终消费率为最终消费 ( 包

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
(2) 本国相对需求的决定方程。由贸易收支决

定的微观模型可知，本国相对最终消费率的决定因

素包括:①本 国 相 对 的 人 口 年 龄 结 构。由 式 (3) 和

式(4) 可知，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偏好储蓄，如果一国

的年轻人所占的比重越高，则该国的消费需求越小。

因此，如果本国相对于外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更趋于

年轻化，则本国相对需求越小。②本国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相对 比 重。根 据 式 (3) ，一 生 劳 动 收 入 的 现

值 wt 越大，则本国相对需求越 大，这 里 用 本 国 居 民

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比重作为 wt 的替代变量，当这个

比重越高，则本国相对需求越高。③本国居民的相

对储蓄倾向。根据式(4) ，本国居民的时间偏好率 ρ
越小，则本国居民相对外国居民的储蓄倾向越高，本

国相对需求越小。基于以上分析，本国相对最终消

费率 CONS 的决定方程为:

CONS = h(POP
+

，YD
+

，S
－

) (13)

其中，POP 为 本 国 相 对 的 人 口 年 龄 结 构，用 本

国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来表示，其中，

人口年龄结构为 65 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

YD 为本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比重，S 为本国居

民的相对储蓄倾向。
( 二) 本模型相对传统模型的优点

传统 的 贸 易 收 支 决 定 模 型 为 NX = f ( Yd

－

，Y
+

f，

REER
－

) ，其中，Yd 表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Yf 表示外

国国内生产 总 值，REER 表 示 本 国 货 币 实 际 有 效 汇

率。与传统的贸易收支决定模型相比，本文模型具

有三个优点:

1. 传统模型认为，本国货币汇率变动只影响本

国的出口和进口，并非对本国和外国所有贸易品都

产生影响;本文模型认为，本国货币汇率变动不仅影

响本国的出口和进口，而是对本国和外国所有的贸

易品都产生影响，显然本文模型更加符合现实。
2. 传统的贸 易 收 支 决 定 方 程 只 考 虑 了 需 求 因

素，即本国的进口需求 ( 由 Yd 的变化引起本国进口

的变化) 和外国出口需求( 由 Yf 的变化引起本国出

口的变化) 对 净 出 口 的 影 响，但 是 未 考 虑 到 供 给 因

素。本文模型 除 了 考 虑 需 求 因 素 ( 本 国 相 对 需 求 )

之外，还考虑了供给因素( 本国相对供给)。
3. 传统模 型 忽 略 了 本 国 货 币 汇 率 REER 对 本

国国内生产总值 Yd 以及外国国内生产总值 Yf 的影

响，贸 易 收 支 决 定 模 型 NX = f ( Y
－

d，Y
+

f，REER
－

) 把

REER、Yd 和 Yf 看成是相互独立解 释 变 量。本 文 模

型认为本国 货 币 汇 率 变 动 并 非 直 接 作 用 于 贸 易 收

支，而是首先 作 用 于 本 国 相 对 供 给 ( 即 比 较 优 势 产

业长度) ，本 国 相 对 供 给 的 变 化 再 引 起 本 国 贸 易 收

支的变化。

四、实证研究

基于以上所建立的贸易收支决定模型，下面对

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进行实证研究。
( 一) 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分析

1. 比较优势 产 业 长 度 上 升 和 相 对 最 终 消 费 率

下降是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
我们首 先 计 算 我 国 的 比 较 优 势 产 业 长 度。按

SITC 分 类 方 法 对 中 国 贸 易 商 品 进 行 分 类，SITC0
～ SITC4属于资源型密集型产品，SITC5 和 SITC7 属

于资本和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SITC6 和 SITC8 属 于 劳

动密集型产 品。SITC9 是 未 分 类 产 品，所 占 比 重 很

小，这里归入劳动密集型产品。当第 i 行业的比较

优势 Ki =
Xi － Mi

Xi + Mi
大于零，则表示我国在该产品上具

有比较优势，反之具有比较劣势。比较优势产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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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公式为 KL = KiWi，Wi 为 该 类 产 品 在 我 国 GDP
所占的比重，Wi 的产品分类见表 1。计算结果表明，

1980 － 2007 年，我 国 比 较 优 势 产 业 长 度 呈 上 升 趋

势，本国相对供给不断上升，见图 1。
表 1 中国贸易商品按要素密集程度分类

产品类型 具体种类

劳动密集型产品

食品、饮 料、烟 酒 类，服 装 鞋 帽、针、纺 织 品 类，

化妆 品 类，金 银 珠 宝 类，日 用 品 类，五 金、电 料

类，体 育、娱 乐 用 品 类，书 报 杂 志 类，电 子 出 版

物及音像制品类，文 化 办 公 用 品 类，家 具 类，种

子饲料类，棉麻类，其他类

资源密集型产品
煤炭及制品类，木 材 及 制 品 类，金 属 材 料 类，建

筑及装潢材料类

资本与技术

密集型产品

家用电器和 音 像 器 材 类，中 西 药 品 类，通 讯 器

材类，石油及制品 类，化 工 材 料 及 制 品 类，机 电

产品及设备类，汽车类

注:参见王岳平著:《开放条件下的工业结构升级》，经济管理出

版社 2004 年版，137 － 138 页。王岳平未列出资源 密 集 型 产 品，本 文

在此基础上，另外列出了资源密集型产品。

然后再计算我国相对最终消费率。我国相对最

终消费率用 中 国 相 对 美 国 的 最 终 消 费 率 之 比 来 表

示，其 中，最 终 消 费 率 为 居 民 消 费 和 政 府 消 费 在

GDP 中 所 占 的 比 重。计 算 结 果 表 明，1980 － 2007
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本国相对需求不

断下降，见图 1。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图 1 比较优势产业长度和最终消费率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国比较优势产业长度呈上

升趋势，本国相对供给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的

相对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本国相对需求不断下

降，当本国相对供给超过本国相对需求，我国贸易收

支便开始产生顺差。
2. 本模型可 以 涵 盖 多 数 贸 易 顺 差 形 成 原 因 的

主流观点。

本文从比较优势长度变长和相对最终消费率下

降两方面来解释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本文模

型可涵盖多数贸易顺差成因的主流观点。

我国比较优势产业长度 KL 不断变长的原因包

括: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

较优势，与此同时我国企业的技水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从而使 我 国 的 KL 变 长。②在 当 前 中 国 式 财 政

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扩大投资增加本地税收

的激励，导致各地的重 复 建 设 严 重，从 而 我 国 的 KL
变长，供给能力相对过剩。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

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

发达销售渠 道 的 外 国 资 本 与 我 国 廉 价 劳 动 力 相 结

合，使中国制造产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我国的

KL 变长。④本国货币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本国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因而我国 KL 增长。⑤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

扩大，当不同地区的经济差距越大，我国的 KL 越长。
我国相对最终消费率 CONS 不断下降的原因包

括:①1990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可支 配 收 入 在 GDP
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随之下

降。②旧的福利制度被打破，新的福利制度尚不完

善，这相当于间接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的消

费需求因此下降。③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国

内消费需求随之变化。由于年轻人要为年老时的支

出作储蓄，对于一个年轻化的年龄结构而言，国内消

费能力较弱;由于老年人不需要为将来作储蓄，对于

一个老龄化 的 年 龄 结 构 而 言，国 内 消 费 能 力 较 强。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

导致我国的消费能力不足。
( 二) 贸易收支决定模型的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 1980 － 2007 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

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商务部网站、联合国统

计 司 网 站、《中 国 统 计 年 鉴》和 IMF 出 版 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我们先对实证研究的变量进行说明。NX 为我

国净出口，用经 2000 年为 1 的美国消费价格指数调

整后的我国出口与进口之差来表示，单位为亿美元。
KL 为比 较 优 势 产 业 长 度，计 算 方 法 如 上 面 所 示。
CONS 为 相 对 最 终 消 费 率，用 中 国 与 美 国 的 最 终 消

费率之比来表示。

下面用 E-G 两 步 法 对 式 (11 ) 进 行 协 整 检 验。
第一步进行 OLS 估计，回归结果为:

NX = 2626. 757
(3. 5485)

+ 959. 6830KL
(2. 8020)

－ 3162. 740CONS
( －2. 926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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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0. 6978 Adjusted-R2 = 0. 6727
F-stat = 27. 7151 D. W. = 0. 7176
( 小括号里 面 的 数 值 为 t 检 验 值，表 示 1%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

第二步，对回 归 方 程 的 残 差 进 行 ADF 检 验，采

取的检验形 式 是 无 截 距 项 无 斜 率 和 一 阶 自 回 归 形

式。式(14) 残 差 的 ADF 值 分 别 为 － 3. 9966，根 据

Mackinnon(1991) 模 拟 试 验 结 果 可 知 在 5% 显 著 水

平下双变量的临界值为 － 3. 5978，该 方 程 的 残 差 小

于 5% 显著水 平 下 的 临 界 值，表 明 该 方 程 是 协 整 方

程式。
协整方程表示长期均衡关系，为了反映从短期

向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的短期动态过程，我们建立了

误差修正模型。式 (14) 的 D. W. 值比较小，表明存

在一定程度的正自相关，这个正相关反映了从短期

向长期的调整过程，该调整过程用误差修正模型来

表示。净出口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NXt = － 0. 2064
( －0. 8603)

ECM1 t －1 － 2103. 096
( －1. 2417)

ΔCONSt

+ 1600. 464
(3. 1282)

ΔKLt

R2 = 0. 3727 Adjusted-R2 = 0. 3182
S. E. = 167. 5136 D-W stat = 1. 8418

其中，ECM1t － 1 = NXt － 1 － 2626. 757 －959. 6830KLt － 1

+ 3162. 740CONSt － 1。

五、长期影响

全球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都对我国的贸易顺

差造成冲击，下面运用以上的模型来分析这两类冲

击是长期冲击还是短期冲击，最终是否会导致我国

的贸易顺差形成拐点。另外，本文模型只能解释我

国净出口的变动，但不能单独解释进口或出口的变

动，因为本文模型只是净出口的函数，并不是进口或

出口的函数。
( 一) 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

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我国出口和进口大幅下降，

对 我 国 的 贸 易 顺 差 也 造 成 一 定 的 影 响，根 据 式

(10) ，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是否会根本扭转我国的贸

易顺差甚至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拐点，这取决于两

个因素:第一，从相对供给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产

业长度未遭到根本的损害。全球经济危机会造成我

国部分企业破产，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长度短期内

会变短;但是全球经济危机不会根本改变我国在劳

动密集型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

势，等到全球经济复苏的时候，我国又会有相当数量

的新企业成长起来，长期内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长

度不会因此而衰变。第二，从相对需求来看，全球经

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美国家的消费模式和消

费需求，但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由于我国出口

市场主要是 欧 美 市 场，根 据 式 (10) ，当 全 球 经 济 危

机如果改变了欧美国家的高消费模式时，欧美国家

的消费需求发生改变，我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在长

期内会相应地减少;反之则反之。由于全球经济危

机可能会对此造成一定的影响，欧美国家的储蓄率

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教训出于谨慎动机可能会有所

上升，与此同时他们的最终消费率有所下降，但是其

高消费低储蓄的习惯不会根本扭转，因此，我国贸易

顺差可能部分地减少，但是我国较大贸易顺差局面

并不会根本扭转。
总而言之，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只是使我国贸易

顺差在短期内下降，但在长期内并不会扭转我国较

大贸易顺差的局面，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依

然会维持较大的顺差。
( 二)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冲击

一方面，我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以保证就业，与此同时，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

平逐步在提升，导致我国比较优势产业长度不断增

长，本国相对供给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我国居民的

预防性储蓄率高，本国相对需求不足。因此，在未来

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依然会继续保持大量的贸易

顺差，从而使人民币有升值压力。
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必定会使我国低成本的

竞争优势减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下降，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可能向印度、越南、孟加拉

国等发展程度更低的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我

国比较优势产业长度缩短，我国大量贸易顺差的现

状因此而改变。
( 三) 我国的贸易收支是否存在着拐点

人民币升值对本国相对需求的影响很小，人民币

升值不太可能通过改变本国相对需求而改变贸易顺

差的趋势;人民币升值对本国相对供给影响较大，人

民币升值可以通过本国相对供给而改变贸易顺差的

趋势。因此，当人民币大幅升值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

产业丧失比较优势时，我国贸易顺差就会产生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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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遭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当前我国

进口和出口大幅减少;与此同时，我国的相对供给依

然大于相对需求，短期内我国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但

等到世界经 济 复 苏 之 时 我 国 贸 易 顺 差 预 计 又 会 回

升。因此，短期内我国外贸政策的重点是稳定我国

进口和出口，长期内才是减少外贸顺差，具体包括:

1. 短期内，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应当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我国出口，以保证就业和经济

增长。稳定出口的政策包括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甚

至适度贬值，调高部分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为出口

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和鼓励出口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等。
2. 长期内，我国不能依靠人民币升值来改变本

国相对供给，来缩减我国的贸易顺差。这种减少顺

差的方式是危险的，如果依靠这种方式，在我国贸易

收支顺差改变的同时，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会

丧失国际竞争力，这对于像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将是一种灾难性的打击。
3. 长期内，我 国 应 当 提 高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速 度，

增加本 国 相 对 需 求，以 减 少 贸 易 顺 差。1990 年 以

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

降，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今后在经

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应当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

增长速度，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赶上或者超过我国

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样可以减少我国贸易收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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