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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9_AD_E8_BD_AC_E4_c28_33464.htm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面

临的突出问题就是与世界贸易严重失衡。从我国角度分析认

为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

早已进入衰退期，怎样保护也难以挽救等等。但是本文将着

重从国际视野分析和认识中国外贸，可能提出一些意想不到

的观点，提出的一些建议措施可能也更加严厉。 进入新世纪

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增长，带动对外贸易步步走高，至2003

年底出现部分经济领域过热现象，200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

将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列入调控对象，进行

局部调控。事实上，我国政府当时也应把对外贸易列入过热

领域。此语似乎有点荒诞离奇，因为有史以来世界上还没有

哪个国家或地区调控经济增长过热会将对外贸易也作为调控

对象。恰恰相反可能更多的情况是将对外贸易作为调控过热

经济过程中为了减少损失而给企业“留下的一条出路”。如

果连扩大外需这一条出路也堵住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调控是

否有些“绝对化”？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中国经

济总量虽然已经高居世界第四，贸易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三

，但是其发展速度不但未见放缓，相反呈现出加速增长势头

。进而再从增长潜力分析，中国目前的增长水平并未将潜在

能量释放出来，释放可能还远远不够。以中国10倍于日本的

人口估算，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外贸增长潜力至少也是日

本的10倍。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正是由于我们置身于中国发展的“洪流”中可能意识不到，



而置身于洪流之外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则看到中国经济贸

易增长犹如滚滚波涛奔腾不绝。 中国外贸增长超德赶美的势

头正在引发世界“恐慌” 2001年中国外贸规模才5000亿美元

，“十五”规划目标不过8000亿美元，但是时隔两年我国提

前实现规划目标，达到8500亿美元，2004年超过日本、突破

万亿美元，2005年达到1.4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1年的3倍

。短短四年实现如此惊人的增长令世界震惊，也令世界陷入

了“恐慌”。世界上的企业可能正在思考对策之际，突然意

识到2007年、2008年中国外贸规模也许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

第二贸易大国，2013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

大国。显然接下来的冲击可能更加猛烈，挑战更加严峻，可

以选择的生存道路可能更加艰难。当中国货物“充斥到世界

各处货架之时”、当中国购买引发“世界资源短缺之际”，

整个世界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将面临严峻考验。 2005年欧盟

率先提出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限制措施，随后美国也采取了同

样举动，这是欧盟和美国纺织企业选择的防御对策。中国政

府主管部门商务部急忙提出谈判解决争端问题。经过一番艰

苦努力，终于达成和解。可是和解的话音未落，欧盟、美国

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又提出一些新的争议。显然世界各国企

业越来越多地采取“构筑防御工事”的对策来确保自己的生

存空间。1980年代中后期，美日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以压

日元升值、抑制日本出口增长为手段，导致日本经济失去

了10年。如今中国面临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欧盟、拉美、非

洲等比当年日本广泛得多的压力。事实上，从一般性认识上

讲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内外经济发展不协调是个严重问

题，如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期间曾明确提出中国将



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上任伊始就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问题等等。但是这些努

力还没有彻底扭转外贸加速增长、顺差急剧扩大的趋势。显

然，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是单项治理还是综合

治理？ 事实上2006年中国政府将外贸增长目标确定在15%水

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企业以为中国政府将按此水准进行调

控。可是2006年月度海关统计进出口增长一而再、再而三地

大幅突破15%界限，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贸易顺差似乎也在同

步扩大。据海关初步统计，2006年1-6月中国进出口总

值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出口4285.9亿美元，增

长25.2%；进口3671.5亿美元，增长21.3%；进出口顺差614.5亿

美元，增长54.9%。 6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481.2亿美元

，同比增长21.3%；出口813.1亿美元，增长23.3%；进口668.1

亿美元，增长18.9%；进出口顺差145亿美元，增长49%。数据

显示2006年我国外贸将肯定大幅超过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

由此，外界要求我国加强调控的呼声和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升

高。现在国际上已经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如何调控外贸超高速

增长和减少贸易顺差。 两年前我们的研究就发现我国外贸高

速增长由体制政策、发展战略及发展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构成，其中有压力因素，也有动力因素，情况十分复杂。对

此问题单纯地采取人民币升值、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劳动力

成本、提高资源成本、提高环保成本等各项措施还不足以解

决问题。事实上我国治理外贸超速增长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度

大。其中既需要有量的调控，还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更需

要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甚至还要有区域经济合理布局、财

税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调整。因此，改变外贸高速增长的



趋势需要综合治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