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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依存度超60%：非降不可 

国际战略研究室  沈骥如 

    四大弊端：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不少  

    如何看待中国外贸依存度如此迅速的增长呢？从积极的方面说，外贸依存度的迅速增长，首先表明中国经济参与了经

济全球化进程，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次，表明国外市场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一个重要动力。第三，中国去年向世界提供了4300 多亿美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世界进口了4100 多亿美元的原料和技

术密集型产品。这样的大进大出提高了中国和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效率，形成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密

切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形成了共同利益，是遏制其他大国与中国冲突和

对抗的强大物质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外贸依存度增长到了今天这样的高度，如果继续快速增长下去，那么，消极因素的积累将危及我

国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首先，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激发他国与中国的经贸冲突，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这

必然恶化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其次，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加大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当世界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和国际政治出现重

大事件时，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事先难以预测的打击，事态严重时，甚至会影响我国独立决策的能力。 

    第三，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使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问题上“代人受过”。中国近年来的石油、铁、铜、铝矿石等原

材料的进口大幅增加，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口实。但是，中国制成品商品出口额中的60%左右是由外资和合资

企业进行的。因此，这些企业的产品最终是被美国、日本和其他进口国消费了，而外资企业为了生产这些产品进口的能源

和原材料却都算在中国的账上，许多关于争夺资源、推动原料价格上涨的指责也对准了中国。 

    第四，在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许多产业出现了供大于求。加入了WTO 后的今天，在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吸引外

资优惠政策（如低工资、低地价、税收减免和以市场换技术等政策）正在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五大建议：如何使中国外贸依存度“合理化”  

    笔者认为，必须确定我国从现在到2020 年外贸总额的合理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外贸依存度控制在我国和世界都能

接受的水平。按现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我国经济只有以每年6.5%的速度增长，GDP 才能在2010 年达到21900 亿美

元，2020 年达到41100 亿美元，这是我们的发展计划目标。据此统计，只有外贸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5%～6.5%才是可以

被中国和世界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然而，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在2002 年和2003年分别高达21.8%和31.7%，使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1 年的44%跃升至2003 年的60.2%，而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这种趋势是不正常的，需要调整一

系列政策加以纠正。如果我们不主动纠正，恐怕就要由剧烈的经济震荡来纠正了。 



    如何控制外贸总额和外贸依存度过快增长？首先，中资企业的出口，应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WTO 国民待遇的原

则，逐步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所得税减免、出口退税等）和银行贷款优惠。这样做，从长远看，将改善中国出口商品的结

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价格，增加企业的利润，改变大量出口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旧格局。出口要走原材

料消耗量较少、技术和价值含量较高的精品战略之路，这种类型的外贸才是可持续的。 

    其次，按照我国对WTO 的承诺，尽快实现对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通过提高外

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来提高外资的质量。今天，中国大部分产业出现了供大于求、重复投资、出口增长过快的新问题。

我国引进的5000 多亿海外直接投资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不到40%，而60%

以上的外资是海外华人中小资本。这部分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由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市场已经饱和，

因此这些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纷纷涌向海外市场，是造成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原因。不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

外资还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对这部分资本必须加强规范和引

导。 

    第三，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经营规范和引导。应采取以下措施：外资进入中国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政策，

继续欢迎符合我国政策要求的美国、欧盟、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对于海外中小资本，要鼓励他们组成投资基金

或投资财团，按照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政策进行投资；鼓励海外中小资本投资我国债券和证券市场，减少它们对直

接生产领域和外贸领域的干扰。 

    第四，制订法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逐年提高全国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特别是企业

工人和农民合同工的工资水平。这有三个好处：其一，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价格和销售收入，遏制中国廉价商品出

口的过快增长，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其二，迫使中小型外资、中资企业向开发高端产品的方向发展，推动它们的兼并、联

合，由此分流一部分劳动密集、资源消耗型产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机会，更能体现中国和平发展

的真谛。其三，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内需的增加将抵消出口增长减缓所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第五，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调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应该大大增加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在资源生产国的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投资。这种投资，将有利于减缓中国出口过快的增

长，增加有关国家对中国设备的需求，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种投资将大大减轻中国

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变中国“一花独放”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百花齐放”；变中国在资源

问题上“代人受过”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分享“共同繁荣”，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中国的国际收支平

衡表上的海外收入主要来自贸易收入，今后，经过必要的政策调整，贸易收入的增速可能减慢，但投资收入、专利收入、

劳务收入的增速将会大大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更加全面，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将得到更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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