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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经验地估计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也就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上，人们经常使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计算外贸

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支出法国民收入恒等式 ，即国民收入等于消费、

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按照这种方法，某一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该年净出口比上年

的增加量除以上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即 。比如，1999年外贸净出口比1998年减少约802.7亿元人民币

（名义值，下同），而2000年的外贸净出口又比1999年减少约140.6亿元人民币 。这样，按照上述方法

计算的1999和2000两个年度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负值。实际上，如果以1978年为基年，使

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然后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按照上述定义所给出的外贸贡

献率，那么，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外贸贡献率分别为6.7%和-0.95%，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外贸贡献

率分别为8.56%和-0.19%。 而1981-2000这20年中GDP年均增长率的简单平均约为9.66%，但净出口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的简单平均却只有0.19%。按照这种“贡献度”水平，对外贸易的变化似乎不应该对整个

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但是，我们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直接观察却往往使我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出口

滑坡往往是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认为，上述计算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进而，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的2000年外

贸贡献率为负值的结果也是值得怀疑的。怀疑的依据在于，按照上述方法，进口和出口的变动在计算外

贸贡献率的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譬如，如果1999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

元，2000年的净出口比1999年减少100亿元，则2000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1%——无论净出口

的减少是由于出口减少了100亿元造成的，还是进口增加了100亿元造成的。实际上，出口减少100亿与

进口增加100亿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因此，以会计恒等式为基础的传统方法在计算外贸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时将出口和进口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 

为了避免传统方法的缺陷，我们建议修正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新的计算方法必须考虑到

出口和进口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一般来说，出口的增加会同时导致进口、投资和消费

的增加。进口与出口之间的紧密关系可能是由于为了生产出口品需要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和国外先进的机

器设备。出口增加也会对消费和投资造成影响则是因为出口的变化可以影响就业人口的收入和企业的赢

利机会。另一方面，进口的变化则决定于国内的消费、投资需求的变化和出口的变化。 

鉴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修正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首先，我们可以将进口和

出口分开考虑，即分别考虑出口和进口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我们主要关心出口增长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按照上述讨论，这一贡献率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直接贡献。由于出口是国民收入恒等

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口的变化必然对国民收入造成直接的影响；第二，间接贡献。出口增长通过引致

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间接地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出口增长对进口的刺激作用则抑制了国民收入的增

长。最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则是上述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之和。其次，即使我们想要构造一

种能够和传统方法相对比的全面的衡量指标——即综合地反映出口和进口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

指标，我们也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出口变动的间接影响，特别是出口增长对消费和投资活动的刺激作

用。 

当然，修正后的方法也带来了一些计算上的不便，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得到出口变化对消费、投资和进

口间接影响的数据。出口变化的间接影响需要使用计量方法通过回归得到。这就涉及到模型的设定、估

计方法的选择和一系列统计问题的处理。因此，我们必须在上述各个方面做出缜密的安排。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设计了一个线形联立方程组模型来解决上述估计问题。该方程组包括四个方程，即

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方程。消费、投资和进口方程的设定都尽量使用了标准的函数设定

方法。然后使用1979-200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来估计出口的变化对收入和消费、投资、进口各个变

量的影响，以便确定出口变化对国民收入变化的间接影响。最后，我们根据该回归结果来分别计算各年

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关于外贸贡献率，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定义为

“净出口的贡献率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间接贡献”。 

计算结果表明，九十年代各个年度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接近0.1，即出口每增长10%基本

上能够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个百分点。2000年度的出口增长率接近27%，因此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约为2.7个百分点。此外，按照上面新的外贸贡献率定义，在考虑了出口增长的间接影响后，

2000年度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再是一个负值，而是正的1.48%。这表明传统计算方法在很大程度

 



上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关上述修正的详细讨论和估算，请参阅《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再考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C2001008）。 

最后，我们需要阐明上述修正的意义。该修正说明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始终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因此，在当前特殊的宏观形式之下，我们即需要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对

外贸易的重要性。对扩大内需重要性的强调与外贸重要性的考虑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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