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外贸顺差陷阱 

文/姜宁川 杨 毅 

   1、问题的由来： 
   中国外贸顺差在2006年里不断刷新纪录，5月136亿美元，6月145亿美元， 7月份146亿美元，
8月再攀新高，达到188亿美元。前8月现贸易顺差累计实现956.5亿美元，逼近2005年全年的外贸顺
差总额。但巨额的顺差并不代表着一切都是那么的光明美好。高额外贸顺差给贸易摩擦、外汇储
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已经不断让社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 
   外贸人士这样评价中国外贸竞争的形态———“国际市场一打开，企业见有利可图，立即一
哄而上，纷纷上马，三下五除二，市场就被自己的搏杀挤垮了”。很多企业靠出口退税的优惠而获
得一些微薄的收益，如果扣除出口退税，这些企业实际上是亏损的。 
   纺织行业是我国低价出口搏杀的“第一战场”，而2006年以来汽车行业似乎在开辟“第二战
场”。商务部一份报告显示，2006年一季度我国轿车和越野车出口数量增幅远高于金额增幅，平均
单价大幅下降。业内人士介绍，这似乎在重演摩托车行业的悲剧———“几年前，我国出口到东南
亚市场的普通摩托车平均卖到800美元，现在仅为170美元，每辆平均利润仅为6美元左右”。 
   2、低价出口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低价出口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企业并未承担全部生产成本。 
   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位，以及政府出口导向的政策鼓励，中国的生产企业并未
承担全部生产成本。而这是本文认为中国企业有能力大量而持久的进行低价出口的根本原因。 
   2.1、土地成本： 
   由于土地国有的政策，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却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在GDP增
长、增加税收、解决就业压力的诱导下，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各级政府都千方百计以极低的成本将农
民从土地上赶走以发展工商业；为吸引外来资本的投入，各种开发区以很低的地价将土地资源转让
给生产企业。正是大大低估的工业用地价格压低了出口产品的真实价格。 
   2.2、人工成本： 
   中国拥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也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于劳动
监管部门的低效率和监管缺位，以及城乡二元化体制下对农民工保护的不力，中国制造业工人不得
不忍受全球制造业主的压榨，低工资、低福利、无休止的加班等等。2006年发生的富士康事件不过
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英国《星期日邮报》在2006年6月中旬报道称苹果公司的iPod是“血汗
工厂”生产出来的，其中所提及的代工工厂为台湾代工巨头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公司，“她们的月
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虽然后来全国媒体展开
了对富士康公司的报导，整个事件仍反映出政府及媒体对民工生存状况缺乏关心。根据中国海关的
数据，富士康相关公司2005年出口总值有3家进入出口百强，总出口值达到189.7亿美元，占全国出
口百强出口总值的12.9%，从2001年开始，富士康中国出口老大之位就无人能撼。但是，这样的企
业对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助益呢？深圳龙华一位官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时做了这样的对比：同
为高科技企业，华为2006年以460多亿元的产值，上交国家财政49亿元；而年产值高出2000亿元的
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去年的财税贡献微乎其微”。 一个没有税收贡献、不能提高
员工福利的企业，对政府而言仅仅是增加了GDP的总量和外贸总量。顺差，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2.3、资本成本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中国生产企业的资本主要来自于自筹和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并不利
于现代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而从中国国有银行低下的经营能力来看，银行贷款的坏账率相当高。生
产企业并不把银行贷款看作是必需要还的资本。大量坏账的产生，意味着生产企业的资本成本实际
是由国有银行来承担。而国有银行不可破产的刚性条件使得这种成本只能通过国家财政，即全民增
税---通货膨胀税来承担。 
   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加强对土地、劳动保障和银行贷款的监管，将三要素的真实成本逐渐体
现到生产者的成本中去。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将得以提高，贸易数量将回归到一个更低的增长率
中，而中国的生产者剩余将下降，但全社会的福利将会增加：因为向外国消费者转移的财富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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