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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配额时期中国、美国及欧盟纺织品贸易政策的影响分析 

李善同  何建武 

[内容提要] 按照ATC协议的安排，纺织品国际贸易2005年1月1日起步入无配额时代。中国政府于2005年1月1日对148种

纺织品征收了出口税，但是欧美应对中国的却是重新设置纺织品配额。本文构建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后

配额时期纺织品出口税和纺织品配额的经济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征收出口税还是设置配额，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福

利都将受损；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损失最大，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的损失；从福利角度来看，印度将是最大的

受益国；从纺织品市场份额角度来看，OECD国家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将受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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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的规定， 2005年1月1日起纺织品贸易配额限制全面取消。取消配额有利于在全

球范围内为纺织品贸易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降低出口成本，将给中国纺织业发展和释放对设限国的出口

潜能带来契机。但是，取消纺织品配额并不意味着中国纺织品对外贸易环境彻底改善。2008年前，主要进口国可交叉运用

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条款、特定产品保障措施条款和反倾销等多种手段（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世界贸易组织司译，2002） 

，不断给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制造障碍，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2005年配额全面取消以来，中国同纺

织和服装的主要进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一直不断。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后配额时期这里称后配额时期似乎已经不太合适，

因为根据中欧2005年6月份达成的协议，从2005年6月11日到2007年底，在合理确定基数的基础上，10类纺织品按照每年

8%至12.5%的增长率确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 

    本文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后配额时期出口税和配额两种贸易政策工具的影响。世界银行最近在一项有关多哈

新一轮谈判的影响分析中采用了两步分析方法，我们参考了该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具体内容参考 Hertel和Maros(2005)、Horridge和Zhai(2005)。。第一步，我们利用全球模型分析相应情景对中国出口

的影响，第二步，将全球模型的结果引入中国的单国模型。采用两步方法的主要目的是结合全球模型和单国模型两者的优

点，既能反映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又可以详细刻画国内的状况。 

    ......

三  主要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无论征收出口税还是设置配额，对中国、欧盟和美国来说，福利都将受损；而东盟、印度、孟加拉国等这些在国

际纺织品市场同中国属于竞争者的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将得到改进。同时对中国来说，损失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的流失。 

    2 在征收出口税的情景中，2005年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出口在全球、欧盟和美国的纺织和服装进口中的份额相对于基

准情景将下降2-3个百分点；在设置配额的情景中，2005年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出口在全球、欧盟和美国的纺织和服装进口

中的份额相对于基准情景将下降3-7个百分点。中国份额损失的最大受益者是OECD国家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 

    3 从宏观指标来看，征收出口税和设置配额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本都是负面的。征收出口税和设置配额将降低中国

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涉及出口税和配额的纺织和服装产品仅仅是全部纺织和服装产品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CGE模型几乎不可能细分到

产品层次，因此可能与实际影响存在一定差距。 

    2 由于模型在部门层面只划分了12个部门，一些与纺织和服装业紧密相关的部门（上游和下游产业）没有单独分离

出来，因此有些影响也没有反映出来，如征收出口税和设限对棉花和化纤行业的影响。 

    3 模型分析没有涉及的一些其他因素，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化学纤维的

成本上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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