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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警示：内需平衡重于汇率(徐翼；10月13日)

文章作者：徐翼

    中国贸易顺差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需增长不足。这不是人民币汇率或者其他方面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中国的内需状况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上周中国官方公布的一个数字，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热烈的讨论。那就是上周四中国商务部预计，今年中国出口将增长30％，出口总额

将达到7500亿美元。与此同时，进口增长仅为18％，进口总额可能达到6600亿美元。因此，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可能达到900亿到1000亿美

元，这将是2004年320亿美元的近3倍。 

  商务部官员在宣布这一预测结果时坦承，这将可能加剧中国和主要贸易伙 

  伴、尤其是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政府、国会和利益团体中的一些人，一直在猛烈抨击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认为人民币币值

过低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据悉，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届时也将会向中国方面就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施加

压力。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中国的一家财经媒体访问时，也表达了对这一宏观经济失衡的担忧，同时也指出，要遏制不断加大的贸易顺

差，需要解决中国内需增长缓慢的问题。“鼓励消费的结构政策应当成为下一步促进内需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成为调整贸易顺差的关

键问题之一”。他认为，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而言，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汇率调整的作用。 

  其实这也是目前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所赞同的观点。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贸易顺差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需增长不足。这不是人民币汇率或者其他方面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中国的

内需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提高中国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抑制农村地区的家庭消

费需求的增长，使曾经占国内需求总量一半的农村消费剧减，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因此，解决内需的一个要点，就是制定出一

个加强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措施，从生活资料的消费到生产资料的消费都有具体的目标，如提高生活必需品的质量、鼓励农作物种植多样

化、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等，从而从长远上保障进口需求。 

  事实上，内需与巨额贸易顺差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内需不足会令经济增长缓慢；而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又会令人民币升值面临更大的

压力。美国财政部本来要在10月15日之前向国会提交半年一次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审核报告。但财政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将推迟到11

月初才公布这份报告，因为要等到财长斯诺会见了中国财政官员之后才决定是否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预计今年秋天，当美国财政部向

国会递交这份有关“货币操纵国”的半年期报告时，中国的贸易顺差肯定会引发强烈的批评。到时肯定会使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变得更加突

出。 

  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建立在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上，贸易顺差加大，说明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也

在加大，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运行带来了风险和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出口又是以低劳动力成本、低产品附加值的产业为主，一旦内需

尚未提振，而外需出现风吹草动，其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将是极其不利的。今年年初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取消后，中欧、中美之间发生的剧

烈摩擦就是最好的例证。目前虽然中欧经过艰苦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中美之间迄今已经举行了5轮磋商仍未有结果，12日开始的第六轮北

京会谈期待着尘埃落定。仅仅一个纺织品问题，就贯穿牵动了从中央、部委、行业、企业到产业工人各级领域，随着贸易全球化，未来中国

的优势行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大到钢铁，小到自行车、皮鞋、打火机，都将成为被报复的对象。因此，仅从这个意义

上说，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已刻不容缓。而大国经济的显著标志，就是以内需拉动为主。 

  至于国际上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的，中国扩大内需的另一个办法，是向更多的外国公司开放零售渠道，这无疑有点别有用心的嫌疑。中国

在加入W TO时承诺，将对每个外国公司开放40个零售渠道。一旦这样的局面形成，将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外贸进口，从而减小贸易顺差，也

少些贸易伙伴的指责。不过目前立即放开这样的做法时候未到。 

文章出处：《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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