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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出口 越落后 

国际金融研究室  张斌 

  如果你很挑剔，很喜欢怀疑，甚至是对很多过去的经验研究也不迷信，东亚经济奇迹中所谓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很容易就会进入你的视线。经过不用太复杂的推理，再加上对近期新现象的一些关注，你很快会大吃一惊：对于出口的迷

信，很可能会让一些发展中国家“越出口，越落后”。  

 

  出口能带动经济增长吗？  

  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这个世界上的缤纷万千的经济活动，你肯定会很失望。这个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你再努力，

再仔细，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偷懒”的经济学家们索性闭上了眼睛。他们用最简单的几个字

母，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A(代表技术)、L(代表劳动)和一个函数F()来表示经济的增长过程。这其实很简单，函

数F()就像是个魔盒，资本、技术和劳动从一端进入到魔盒，魔盒的另外一端就出现了产出。如果产出增加很快，魔盒的

另一边一定有资本、技术或者劳动的增加。如果出口能带动经济增长，那么，它一定与资本、技术或者劳动有着密切的联

系。  

  出口增加能带来更多的资本、技术或者是进口，从东亚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确实如此。在经济增长的初期

阶段，一切都百废待兴，一方面面临着大量的投资机会，一方面又面临着严重的投资品匮乏。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制造资

本品显然远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效率上也不合算)，于是，资本品进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只要资本品的

进口能跟得上，资本与技术也就相应地得到提高，经济增长也得到了保障。如何才能满足进口的需要呢？拉丁美洲国家更

多地选择了从国外借债满足国内进口增长的需要，东亚国家则是通过发展自身的出口争取外汇，进而满足进口的需要。从

经验上来看，东亚的这种模式更安全，它不必担心外债积累可能带来的危机，而且，出口与进口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很

多的资本品进口被用于出口产业的发展，而出口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外汇收入和下一轮的进口。出口的增长就像是一个

安全而富有效率的引擎，带动了资本与技术的持续增长，当然还有产出的增长。  

  但是，出口能够一如既往地带动经济增长吗？出口很重要，如果随着时间的变化，出口与资本和技术的增长丧失了这

种联系，出口并不必然地带来经济增长。  

  出口增长与资本和技术的联系是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联系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

家令人怀疑。以中国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自主性国际收支余额持续10年保持顺差，中国经济已经彻底

摆脱了外汇短缺的局面。这意味着至少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消失了。  

  出口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也不令人乐观。我们很难直接准确地找到出口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但是，有一些侧面

的证据可以帮助说明这种联系。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越来越被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搭建的国际生产网络所主导，而



在这个网络当中，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被定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从分工所处的阶段来看，单一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出口很难获取持续的技术进步。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甚至在威胁技术进步。一些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证明：当

一个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从而丧失了进

一步的技术进步机会。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很多国家，与出口部门扩

张同时发生的还有逆工业化过程，这些经济体一方面经历着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还伴随着投资、技术进步的停滞不

前。中国的情况虽然稍好于这些国家，但是中国出口部门的增加值(在中国所产生的价值增值部分)情况也不令人乐观：尽

管出口部门增长很快，但是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在下降。  

  于是，跳出出口为经济增长埋下的陷阱，继续保持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积极、可持续的推动作用，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不是还要继续引进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那些不能带来技术进步的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

资？是不是还要采取鼓励出口部门扩张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低估的汇率或者是出口补贴政策？所有这些，不仅需要国家政

策的制定者摆脱思维惯性，重新认真反思曾经被誉为神话的“出口导向”战略，更需要他们以极大的勇气抵挡来自部门利

益的庞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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