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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A3_E8_B5_B0_E5_c28_33693.htm “2006年一季度中国经

济增长和信贷扩张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增速加快主要来自出

口增加，而内需增速与预期相符。”世界银行5月10日在北京

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指出，鉴于一季度的强劲增长

，世界银行把对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的预测从9.2%上调

至9.5%，不过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以及到2007年会出现增速放

缓，前提是假定中国的适度紧缩政策能够遏制投资增长。 今

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尤其是在贸易部门

。继2005年增长26%之后，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在2006年前3个

月同比增长了28%，其中3月份增长率为32%。《报告》提出

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一季度中国贸易部门（制造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极为迅猛，增长率为36%，但在非贸易部

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没有这么强劲，比如服务业

为28%，包括房地产业（20%）和公用事业（前两个月为12%

）。 对此，世行高级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季报》主笔高路

易认为，要实现增加国内消费和缩小储蓄快于投资增长，政

府支出应从投资转向发展教育卫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

并通过取消对制造业投入（包括土地、能源、水电和环境）

的价格补贴以及通过税收制度，把投资转移到非贸易项目（

服务业）上去。 世界银行认为，净出口的走强推动了中国经

济增长率上升。受3月份出口反弹的推动，按美元计算，一季

度出口同比增长27%。在高收入国家的进口出现意外增长有

助于中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市场份额也继



续扩大。 与劲头十足的出口相对照，以美元计算，中国一季

度的进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也有强劲的增长，为25%，但是月

度数据显示近期进口增长在逐月放缓。 世界银行认为，目前

还不清楚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的进口增长势头加大的趋势能

够持续多久。就行业而言，金属和化工产品的进口增长尤为

疲软，这是因为国内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总的来看，一季

度的贸易余额上升至233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65亿美元（

相应的经常账户余额为1610亿美元，占GDP的7.2%）。由于

出口价格的同比上升，以及进口价格增长的放缓，一季度净

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度为1个百分点，这大致可以解释

经济增长率超出预期的幅度。 除了短期的因素，出口能力的

结构性增长也推动了出口的上升。中国的出口正在迅速地多

元化和结构升级。相对而言，中国出口的增长更多地来源于

新的产品种类，而不是现有的产品种类。这使得中国在保持

出口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贸易条件不出现恶化，即使是面对

近期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是如此。 在进口方面，进口替代

和供应链拓宽的趋势继续保持以前的发展势头。《报告》认

为，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突出，即

外国公司在华销售的很大比重是在国内生产的，而且这一比

重不断上升。这些结构性变化与贸易部门强劲的投资增长结

合在一起，一季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同比增

长6.4%，达到140亿美元。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

个大国，中国的出口不可能以现在的速度无限地增长下去。

但是，中国进入新的市场的能力将会使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

继续扩大在世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而且除了劳动力供

给增加和资本迅速积累之外，出口高速增长还将伴随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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