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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出口通货紧缩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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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发展势头，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而高度关注。在充分肯定和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中，也有些人提出

了 "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针对此言论，中国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货紧缩是全球性的，中国不是引发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祸根，中国

也是全球通缩的受害者，中国经济的良性稳定发展对全世界来说是个福音。 

  胡鞍钢说，对"中国出口通货紧缩论"这一观点，我们并不能不提出质疑。通货紧缩是全球现象，发生全球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是全球

总产出缺口扩大，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长低迷期对此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全球生产

能力过剩主要是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过剩，全球需求不足主要是低收入国家需求不足，尽管他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40%，但是进口只占全球

总量的3%，南北差距拉大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客观上，中国经济增长、生产能力扩大、出口扩大，但对全球通货紧缩的作用

充其量不足4%。显然"中国出口通货紧缩"是夸大其词。 

  钟禾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他的论据是，自2001年月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连续14个月下跌，但并不

能因此的出中国以出现通货紧缩的结论。典型的通货紧缩应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商品和劳务价格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经

济出现衰退（GDP连续两个季度以上出现负增长）。当前，中国物价水平虽然下降，但货币供应量却在持续上升，1998-2002年狭义货币

M1的年均增长率为15%左右；经济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998-200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7.7%。因此，仅根据物价下降就断言中国已经

出现了通货紧缩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内需拉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即确立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坚定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

由治理通货膨胀转到防止通货紧缩上来，由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到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了投资和消费

的较快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在相对不利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净出口

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而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投资、消费、净出口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

并不大，且很不稳定。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不同，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体现在资金、技术与管理方式的引进和原材料、能

源的进口，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中国在努力扩大对外出口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先进技术、关键设备与重要原材料的引

进。当前中国物价下跌水平属于温和型，总体上还处于基本正常范围。从影响当前市场价格下降的因素看，主要因素是良性的，即更多的

是受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影响，受来自开放扩大、改革深化的影响。 

  姚景源也认为，中国存在物价低位运行，但并不能称为通货紧缩。 他指出，单纯的物价下跌并不能称为通货紧缩。如果物价下跌的

同时导致经济衰退或伴随着经济衰退才能成为通缩。但是我国在物价低位运行的同时，经济是高速增长的。而且，中国物价的幅度也保持

在1%左右，2002年以来物价正在逐季、逐月地回升，所以，不能判定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通缩，更不能说"中国输出通缩"。他还指出，除

了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资助基建投资这3个因素之外，国内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中国8% 的经济增长速度中，

投资、消费和出口的贡献比例为4：3：1，而且中国2002年1至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9111亿元，同比增长8.7%。中国物价长期低位

运行的重要原因是：（1）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产品价格自然会下降；（2）由于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投入的

增加，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能力的迅速增长使供给充裕，当然也产生了重复建设造成的部分过剩及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

不足等问题；（3）体制改革使人们预期支出心理在增强，消费预期不好也导致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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