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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于2006年8月2日刊登了关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高盛中国首席经济
学家梁红关于就中国近万亿美元外储从何而来，又如何应对的文章。林毅夫先生认为，外汇巨额的储
备在于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在于“国内产能过剩”。而梁红女士认为外汇巨额的储备在于贸易顺差，
贸易顺差的问题在于“汇率过低”。如何化解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林毅夫先生开出的药方是“一是
实行两税合一，取消外企的税收优惠，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和税收政策；二是降低甚至取消出
口退税”。梁红女士开出的药方是“提高汇率，使人民币升值”才是良方。 
可以说林毅夫先生与梁红女士的观点虽然各不同，但都有一定的道理，他（她）们开出的药方也是很
传统的良方。 
但本人却认为我国近万亿美元外储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就
在于如何提高我国国内的有效需求能力上。主要表现在： 
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无就业的经济增长。2001年-2005年GDP增长率分别为8.3%、
9.1%、10.0%、10.1%和9.9%，经济增速在节节高攀。但是，2001年-2005年总就业人数增长率分别为
1.30%、0.98%、0.94%、1.03%、0.83%。由此可见，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极不协调。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使目前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来分配，因此只要经济增长，资本所有
者的利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都是有保证的，只有劳动者的工资没有保证——很显然，不能就业就不
能获得工资收入，也就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一方面经济增长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形
成过于依赖出口的畸形经济结构。因为“无就业增长”表面上看起来国民经济还在不断增长，但由于
国民所得没有同步增长，所以内需就始终无法启动，国内市场无法扩大，企业要实现利润，就只能依
赖海外市场。从这方面来讲，我国近万亿美元外储问题的关键是目前经济无就业增长，导致国内有效
需求不足，形成了过于依赖出口的畸形经济结构造成的。 
第二，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达844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2005年我国出口额最大的200家
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达148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只有39家、9家和4家。上面分
析过，目前我国经济是不充分就业的增长，分配方式主要是按“生产要素”来分配，也就是贸易顺差
得到的好处大都被外商所得。因此，目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象凯恩斯主义者的对外贸易乘数理
论那样：当贸易为出超或国际收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能增加一国的就业量，提高国民的收入，此时
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将为贸易顺差的若干倍。而实际情况是：贸易顺差的好处大都被外商所得，就业
并不因贸易顺差而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也不会增加。 
第三，加工贸易仍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主要形式。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3466亿美元，
同比增长30.14%，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的78%，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83%。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前100位企业中，93家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 
加工贸易是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业务，是一种初级阶段的劳务贸易，加工方只能赚取加工费，产品
从原料转化为成品过程中的附加值，基本被对方占有。也就是说，目前我国贸易的顺差，对我国的经
济起不到辐射的作用，我们赚到的只是廉价的加工费。 
本人认为加工贸易是外企业在利用中国加工贸易政策发展迂回出口，实现迂回顺差。据报道，美国学
者曾指出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虽然大幅增长，但是与亚洲整体贸易逆差并没有明显增加。原因就是我
国在被别的国家充分利用作为世界的加工厂进行加工，然后对美国或者欧盟出口。这样，这些国家发
展迂回出口，实现迂回顺差把贸易摩擦问题转嫁给中国。 
以上几点，就是我国近万亿美元外储的实质所在。而不是林毅夫先生所指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梁
红女士所说的“汇率过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必须解决我国就业问题，克服“无就业经济增
长”的现象，增加我国的国内有效需求。当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确保劳动成本、环保成本达标，提高资源成本。在我国许多企业包括部分外贸企业发展出口业
务存在着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达不到国家政策规定的应有水平。例如工资成本
低于最低工资制度规定的水准，环保力度不够、不达标，以及长期以来我国水电等资源定价过低导致
企业资源浪费惊人。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不仅对出口企业，而且对所有企业都应该进行严格
监督，确保应支付的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在价格政策上逐步调高资源、能源价格，在税收政策上逐
步提高资源税收水平。这样，确保劳动成本，工人工资才有保证；确保环保成本，可以消除企业的负
外部性；这些都能使国内有效需求会提高，可扩大内需。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与贸易政策。利用今天我国外汇过剩、出口过快、顺差有扩大趋势的情况下，需
要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适当调整。要将宝贵的资源如土地腾出让位于发展具有更高价值、更加节约资
源和环保的投资项目。把我国的出口贸易从外资企业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加工厂，变成是我国产业链
的一个加工厂。这样，出口贸易，就会带动一群企业的发展，不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会拉
动更多的需求。如果真的是这样，贸易顺差就会像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那样，当贸易为出超或国际收
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能增加一国的就业量，提高国民的收入，此时国民收入的增加量，将为贸易顺
差的若干倍。这样，就业增多，国内有效需求增大。 
第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地区制定适合本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同时，禁止企业随便解雇
工人，如果企业解雇工人，要一次性赔偿一定金额的基本费用（例如包括三个月或半年的基本生活
费，再就业的培训费等）；另外，把社会保险、健康保险、环境污染、等都计在商品成本之内。这
样，一方面，劳动者有了保障，消费欲望会增大，有利扩大内需；另一方面，会增大企业出口成本。 
第四，改革GDP考核标准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体制。在GDP考核标准和现行财税体制框架
下，地方政府纷纷盲目上马“税高利大”的项目，而不是理性培育区域主导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只
要有“排浪式”消费就有一哄而上的“排浪式”生产。从自行车、电视机一直到小汽车、房地产，区
域产业同构化如出一辙。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各地对钢材、电力、房地产等行业的过度投资以至于最
终导致产能过剩也没跳出这个套路。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凡是脱离区域比较优势，盲目追风所上的项
目一般形成不了本地内生性的主导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性非常小，更谈不上拉动就业和收入。因
此，国家要综合考虑区域主导产业，改革考核标准和财税制度，克服各区域一哄而上的投资与生产，
要做到各区域经济优势互补，每区域形成本地内生性的主导产业，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拉动就业和



收入，增加国内有效需求。 

（作者单位：广东省南海信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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