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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大多数人事先所料，经过７小时辩论，美国商务部６月３日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认定问题举行的听证会无果而终，美方企业、行业协会、工会代表一面倒地反对承认中国
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要想赢得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中国商品要在全世界最大的

单一国家市场--美国市场赢得平等待遇，还需要走过漫长的征程，对方各种势力必然借机
向我国索取尽可能高的代价。无疑，我们需要为提前摆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１５条的桎梏、为我国出口企业和商品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而尽力奋争，但围绕中国"入
市"问题的风风雨雨，也促使我们再次审视我们高度外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促使我们再次审
视我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统筹关系。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奉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优于奉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奉行
出口导向政策优于奉行进口替代政策。世界银行《１９８７年世界发展报告》考察了４１
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绩，经过对其制造业、农业年均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在ＧＤＰ
中比重、工业劳动力比重、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等指标的比较分析，结论认定选择外
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各方面数据均优于实施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其１９８５
年年度报告在广泛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贸政策之后也得出了出口导向政策优于进口替代
政策的结论。２０余年来中国外经贸的成就似乎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１９
７８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额分别只有９７．５亿美元、１０８．９亿美元和２
０６．４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无足轻重；１９８１年，中国在世界货物出口、货物
进口、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位次分别为第１９位、第２１位、第２２位，在世界货物出口、
进口、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均只有１．１％；２００３年，中国出口、进口、进出口总
额已经分别达到４３８３．７亿美元、４１２８．４亿美元、８５１２．１亿美元，成为

世界货物贸易第四大国。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的２５年里，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４０．
２倍，年均增长１６．０４％，远远超过同期ＧＤＰ年均增长幅度，中国外贸依存度随之
跃上了全世界其他大国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其他大国外贸依存度通常很少达到３０％，但
中国外贸依存度１９９５年就达到了３９．７％，２００３年高达６０．３％（参见表
１）。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我国外贸商品结构趋向优化，２００３年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
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５１．９％，对当年出口增量的贡献率高达６２．４％，初级产品进

口额达到７２７．８亿美元，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工厂"。对外经贸持续迅猛增长，为中国
产业开辟了广大的海外市场、原料供应、资本和技术管理知识来源，帮助中国成功摆脱了

困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汇"两缺口"制约，抵御了席卷东亚的金融风暴侵袭。

２０年来世人交口称羡的所谓"中国奇迹"，离开外经贸部门的贡献实属不可想象。与此同

时，对外经贸又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支柱之一。 

  通常认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贸易政策优势在于以下几点：由于面向国际市场
生产，刺激了整个工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信息灵通，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能够克服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外向型战略和
出口导向政策下的庞大外需与内需之间也存在统一性：外需能够通过前、后连锁作用拉动

内需，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需能够在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通过"示范效应"推动内需升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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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庞大内需市场也能够通过强化企业竞争力而促进扩大外需，因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和
激烈的竞争有助于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强，意味着开拓国际市场、
扩大外需的能力增强，我们的家电产业就是如此。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外向型战略和出口导向政策下的内需与外需之间也存
在对立性。首先，过度依赖外需制约了内需的可持续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巨大的潜
在生产能力本身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外需，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度依赖外需加剧了中国的消费
与投资失衡。鉴于中国拥有全世界１／５的人口、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如果单纯依靠
国外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容量远远不足以让中国尽情发挥自己巨大的潜在生产能力。不

错，两亿人口的美国市场足够将当年"东亚四小龙"的７０００万人口带入工业化社会，但
这个市场无论如何也无法容纳１３亿中国大陆人的工业化梦想，何况还有１０亿印度人也

在跃跃欲试。假如我们在出口上面押上过高的赌注，无异于将自己推入"出口贫困化增

长"的悲惨境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一大缺陷是消费过低而储蓄率、投资率过高。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消费率（国民消费／ＧＤＰ×
１００％）在７８％左右，发展中国家消费率平均为７４％，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其
他东亚经济体消费率也在６５％以上，即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ＧＤＰ

×１００％）都在３５％以下。但中国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间投资率高达３６．５％，１
９９２年以来始终高于３０％，１９９８年以来始终高于３６％，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分别高达４２．２％和４７．２％。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储蓄、投资过高而消费过
低，不仅降低了国民当前的生活水平，而且可能造成生产相对过剩，投资效率下降。１９
９４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中国投资效率显著下降，１９９４年ＧＤＰ增量与固定资产
投资比值为６３．２９％，亦即每１元投资能增加０．６３２９元ＧＤＰ，但这个比值到
２００２年已下降到１８．９０％，２００３年前３个季度进一步跌至１８．０４％。即
使不考虑社会正义，仅仅为了矫正畸低的消费率，我们也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
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新增收入中投入消费的比例较大；但
为了维持国际市场竞争力，我们却需要抑制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ＳＡ８０００标准在
沿海各出口大省政府、企业中引起的惶恐，就充分显示了出口导向战略下我国的这种两难
处境。也正是在高度外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来自更不发达国家
的竞争压力，我国劳动力收入受到抑制，投资却受到激励，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消费与
投资失衡。归根结底，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扩大出口对国民储蓄－投资模式的要求
未必完全统一。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一个具有足够容量的海外市场，国
内储蓄率和投资率越高越好；但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问题就不同了。 

  其次，过度依赖外需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沿海和内地省份经济发展的落差迅速扩
大；在近２０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区域发展失衡也十分严重。 

  第三，过度依赖外需造成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财富转移。连年巨额顺差、高额外汇储备
（２００４年３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４３９８亿美元）令中国摆脱了外汇缺口的约束，
也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中国为此付出了国际财富转移的代价：忍受
低工资和环境破坏向美国出口廉价消费品，帮助美国实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无通货膨
胀经济增长，所得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向美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巨额低息融资，而美国

人还要指责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 

  第四，过度依赖外需蕴藏着对国家经济与政治安全的潜在威胁。回顾美国围绕最惠国
待遇借助人权问题对我国的一次又一次讹诈，无须赘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输入型通货膨

胀和前几年的输入型通货紧缩如何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也无须猜测在围绕中国"入
市"问题的博弈中美方各种势力会借机向我们索取何种代价，事实是在高度外向的发展战略
下，为了维护海外市场这项重大利益。为了免遭讹诈，我们就应当放弃不惜一切扩大出口
的思路，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给外需摆正位置。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对外经贸过去、现在、将来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一点
我无意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但过度追求外向经济增长将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最终剥夺对外经贸自身发展的基础与空间。为了整个国家的终极利益，

我们应当确认"内需为本"原则，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制约
内需与外需之间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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