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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出发推导了进口和出口对 &’(
贡献的计算公式%并在中国 )**+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计算了 )**+年商品进出口对各部门增加

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本文利用 )**+年投入产出表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估算了

)**/0122)年的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计算了 )**/0122)年的进出口对当年 &’(形成的贡

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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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
出口总额从 )*+/年的 126亿美元上升到 122)年

的 72*/亿美元%15年间外贸量增加了 18倍,按

照流行方法计算的外贸依存度9外贸总额占 &’(
的 比 重:从 )*+/年 的 *;/<上 升 到 1221年 的

88<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对 &’(及其增长的贡

献也逐渐成为外贸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

这些研究中%有的学者以外贸乘数作为分析的基

础%有的则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测算外贸对

&’(增长的贡献率%也有的学者利用经济计量模

型分析外贸与&’(增长的相关性,这些研究对于

揭示进出口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进出口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

而%在这些分析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点4
第一%在对外贸易对&’(贡献的问题上分析

得不够,谈到对外贸易和 &’(的关系时%绝大多

数论文都只分析进出口对&’(增长率的贡献%很

少涉 及 进 出 口 对 &’(形 成 的 贡 献,进 出 口 对

&’(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进出口对 &’(形

成 的 贡 献 之 上 的%我 们 首 先 应 该 关 注 进 出 口 对

&’(形成的贡献,
第二%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重视不够,上述研

究多是从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入手%对进出口商品

结构关注不够,显然%进口同样价值的消费品还是

资本品对进口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分

析进出口对 &’(增长的贡献应该涉及进出口产

品结构的变化情况,
第三%低估了进口对 &’(增长的贡献,多数

论文在测算外贸对 &’(增长的贡献时都采用支

出 法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恒 等 式 =>?@AB@9CD0
E:%其中 =为国内生产总值%?为消费%AB为投

资%D为出口%CE为进口,采用这种算法%会造成

进口对&’(增长贡献为负的印象%似乎进口拉了

&’(增长的后腿,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进
口已经成为维持国内生产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样

的测算抹杀了进口对&’(形成和增长的贡献,目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

《世界经济》2004年第2期



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林毅

夫"李永军#$%%&’通过建立一个小型的宏观经济

模型来分析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以区分进

口和 出 口 在 经 济 运 行 中 不 同 的 地 位!陈 锡 康

#$%%$’"焦俊会"任桂仙#$%%$’则利用投入产出表

分析了进口对 ()*形成和增长的贡献!
,-./0123#&45$’认为+现代贸易的两个重要特

征 是6#&’进口对于一国的经济运行来说是不可

缺少的7#$’在国际贸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中间投

入品的贸易!从中国的情况看+这一描述比较客观

地反映了进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
本文针对上述研究中的不足+利用投入产出

表分析进出口对()*的贡献率!利用投入产出表

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研究进出口结构的问题+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测算进口对()*的贡献率!由于

中国的商品贸易占了进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为

了便于数据处理+本文没有涉及服务贸易+但这不

会影响本文的讨论!

二 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出口对 ()*的贡献

&8有出口没有进口的经济体

本节讨论在一个只有出口没有进口的经济体

中+出口对 ()*形成的贡献!表 &列出了只有出

口没有进口的一个经济体的简化投入产出表!

表 & 无进口投入产出简化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9 / 消费 积累 出口
总产出

中
间
投
入

&
$

/
:;< =; >?; @A; A;

增加值 B<
总投入 A<

其中6:;<CD;<A<+=;E>?;E@A;CF;+D;<为直

接消耗系数+F;为最终使用投入产出表的行平衡

关系式为6

G
H

<C&
D;<A<E F;C A;

写成矩阵形式有6IAEFCA
化为6AC#>JI’J&F #@为单位矩阵’
即6AC#>JI’J&#=E>?E@A’
AC#>JI’J&=E#>JI’J&>?E#>JI’J&

@A
令6A=C#>JI’J&= 为消费带来的总产出7

A>?C#>JI’J&>? 为资本形成带来的

总产出7

A@AC#>JI’J&@A 为出口带来的总产

出!
令6IKL 是增加值对角矩阵+即对角线元素为

各 部 门 增 加 值 占 该 部 门 总 投 入#即 总 产 出’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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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
D;& % M %

% &JG
H

;C&
D;$ M %

N N O N

% % M &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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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分析有6
LCIKLACIKLA=EIKLA>?EIKLA@A #&’
则消费 ="资本形成 >?"出口 @A对 ()*的

贡献可分别表示为6

T=C
UVW#IKLA=’
UVW#L’ +T>?C

UVW#IKLA>?’
UVW#L’

T@AC
UVW#IKLA@A’
UVW#L’

其 中 UVW函 数 的 含 义 为 对 矩 阵 所 有 元 素 求

和!
由#&’式有6T=ET>?ET@AC&!
$8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的开放经济体

本节讨论开放经济体中出口对 ()*形成的

贡献!开放经济体的投入产出简化表如表 $所示!
表 $与表 &的区别是增加了一列进口+其含

义是进口产品不仅提供中间使用+也提供最终使

用!为了详细反映进出口商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

用以及对 ()*的贡献+我们把表 $改写成表 X的

形 式+即把表 $的第 Y象限拆分成Z#&’和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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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象限拆分成!"#$和!"%$&其中’("#$和!
"#$中的流量都是国内产品’("%$和!"%$中的流

量都是进口产品&第)象限仍保持不变’如表 *所

示"欧考利+亨利’#,-.’中译本$&表 *中的具体元

素如表 .所示&

表 % 开放经济的投入产出简化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 0 消费 积累 出口
进口 总产出

中
间
投
入

#
%

0
123 42 562 782 9:2 82

增加值 ;3
总投入 83

表 * 拆分后投入产出表象限划分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部门
进口 总产出

国内产品
中间投入

部门 ("#$ !"#$

进口产品
中间投入

部门 ("%$ !"%$

增加值 )
总投入

表 . 拆分后的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 0

最

终

消

费

资
本
形
成
总
额

出

口

合

计

进

口

总

产

出

国内
中间
投入

#

%

<

0

1=23 4=2 56=2 78=2 >=2 82

进口
中间
投入

#
%
<
0

1:23 4:2 56:2 78:2 >:2 :2

增加值 ;3
总投入 83

表 .中元素上标为 =的是国内产品’上标为

: 的是进口产品&拆分的投入产出表 .与表 %存

在以下关系?

1=23@1:23A123’4=2@4:2A42’/’>=2@>:2A>2

进口部分满足?:2AB
C

3A#
1:23@ >:2

其中?>:2 A :2
>2

B
C

3A#
123@ >2

而 且 4:2 A
42
>2>

:
2’5:2 A

562
>2>

:
2’78:2 A

782
>2>

:
2’>:2 A 4:2 @ 56:2 @ 78:2

由于 >:2 @B
C

3A#
1:23A :2’所以有?

B
C

3A#
1:23A :2

B
C

3A#
123

B
C

3A#
123@ >2

上式中的 123+>2没有上角’即都是原投入产

出表 %中的元素"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之和$&上

式的含义是?最终产品在D中间使用@最终产品E
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则进口产品也按同样的比例

拆分&按比例分配是根据一致性假设’即假设进口

产品与国内产品具有同质性’各部门使用进口产

品与使用国内产品一视同仁&那么’进口产品在各

部门之间的分配就与国内产品在部门之间的分配

比例完全相同"这是在没有进口产品的流量数据

时不得已而采用的办法$&

求出B
C

3A#
1:23后’我们可以 将 其 拆 分 为 各 种 进

口产品用于各部门的中间投入 1:23’采用按比例分

配的办法’即原来的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中间流

量 123占中间投入合计B
C

3A#
123是多大的比例’则进

口产品用于中间投入的流量 1:23也是占同样的比

例?

1:23A "B
C

3A#
1:23$F

123

B
C

3A#
123

在得到进口产品的各流量1:23以后’就可以根

据下面的公式计算出国内产品的各中间流量 1=23?
1=23A 1239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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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后的投入产出表仍然满足行和列的平衡

关系!
国内产品行平衡关系式"

#
$

%&’
()*%+%, -)*& +*

进口产品行平衡关系式"

#
$

%&’
(.*%+%, -.* & .*

列向平衡关系式"

#
$

*&’
/)*%, #

$

*&’
/.*%, 0%& +%

根据对无进口经济体的分析1开放经济条件

下出口对 234的贡献率为"

56+&
789:;<=+6+>
789:=> :?>

其 中1+6+&:@A;)>A’:6+A6+.>为 排 除

转口贸易的出口带来的总产出1;<= 的含义如前所

示 !
:二>进口对 234的贡献

在 本 节 我 们 计 算 开 放 经 济 条 件 下 进 口 对

234的贡献!我们在进口被拆分后的开放经济投

入 产出表:表 B>的基础上分析进口对 234的贡

献!为便于分析1我们不考虑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

的替代问题!根据表 B中各元素的含义1定义供给

系数或分配系数:刘起运1?CC?>"

D*%&
/)*%
+*1E*%&

/.*%
.*
1即"/)*%&D*%F+*1

/.*%&E*%F.*

代入列向平衡关系式"

#
$

*&’
/)*%, #

$

*&’
/.*%, 0%& +%得到

#
$

*&’
D*%+*,#

$

*&’
E*%.*, 0%& +%1

%& ’1?1G1$
写成矩阵形式")H+,6H.,=&+
即 +&:@A)H>A’6H.,:@A)H>A’=&+.

,+=

其 中"+.&:@A)H>A’6H.是进口产品用于

投入时引起的总投入I

+=&:@A)H>A’=是 初 始 投 入 引 起 的 总 投

入!

上述推导过程中得到的:@A)H>A’是供给逆

矩阵1其元素 D*%表示 %部门增加 ’单位初始投入

需要 *部门提供的完全供给量1即它 是 %部 门 增

加 ’单位初始投入需要 *部门提供的直接供给量

和间接供给量之和!
各部门单位投入产生的增加值为 ;<=1则进口

产品投入产生的增加值为";<=+.&;<=:@A)H>A’

6H.!
由此可算出进口对 234的贡献率为"

5.&
789:;<=+.>
789:=> :J>

三 实际计算结果

利用上述方法和 ’KKL年的投入产出表就可

以测算各种商品:BC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中 ’A?M
个部门的产品>的进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率!测算时的部门包括除建筑业外的所有一N二产

业!将建筑业排除在外是因为建筑业是服务部门1
它的进出口是服务性的:建筑材料的进出口归在

建筑材料生产部门中>!计算时不将商业计算在

内1因为商业是服务业1不应该再计入商品的进出

口!
:一>’KKL年进出口对 234的贡献率

根据 ’KKL年 BC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和:?>式N
:J>式我们计算出"’KKL年出口商品对 234的贡

献 率 为 ’BO’P1进 口 商 品 对 234的 贡 献 率 为

KQCJP!通过分解后的投入产出表我们还能得到

一些进出口结构方面的信息!
’O进口商品用于中间使用的比例

R*&
#
%
/.*%

.*

其中"R*为 *行业的进口产品用于中间投入

的 比例I#
%
/.*%为 *行业用于中间使用的进 口 产

品I.*为 *行业的进口量!结算结果列于表 S!
从表 S可以看出初级产品的进口几乎全部都

用于中间投入1如金属矿采选业:KTOJP>N金属冶

炼 及压延加工业:KTOCP>1加大它们的进口必然

会对 234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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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行业进口品用于中间使用的情况

行业 序号 中间使用比例"#$ 行业 序号 中间使用比例"#$

农业 %& !’(&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煤炭采选业 %, *,(* 金属制品业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 机械工业 &. !!(!
金属矿采选业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
纺织业 %-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 ,% !.(%
服装皮革纤维制品 %+ ,,(& 机械设备修理业 ,& %
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业 %* .’(+ 其他制造业 ,, !*(’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 &% --(* 废品及废料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 电力及蒸汽热水 ,) ++(+
化学工业 &,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表 . 商品进口对各行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行业 序号 进口贡献率"#$ 行业 序号 进口贡献率"#$

农业 %& )(- 机械设备修理业 ,& &&(!
煤炭采选业 %, -(* 其他制造业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 废品及废料 ,’ %(%
金属矿采选业 %) &,(, 电力及蒸汽热水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
食品制造烟草加工业 %. .(,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纺织业 %- &&(. 建筑业 ,- &%(*
服装皮革纤维制品 %+ &&() 货物运输及仓储业 ,+ -(.
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业 %* &%(. 邮电业 ,* +(%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 &% &&(! 商业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 饮食业 ’& !(!
化学工业 &, &’(- 旅客运输业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金融保险业 ’’ )(-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房地产业 ’) ,(-
金属制品业 &! &)(& 社会服务业 ’! &%(+
机械工业 &. &)(*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 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 ’-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 科学研究事业 ’+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 综合技术服务 ’* !()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品 ,% &-(* 行政机关及其他行业 )% -(’

,(商品进口对各行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令 /0123/450 为进口带来的增加值矩阵6

789 为其元素:

进口产品对 9行业带来的贡献率为;<091
789
79:

计算结果列于表 .6由表 .可以看出6进口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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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机械制造业的贡献较大!需要解释的是对

于序号从 "到 #$的部门%进口的贡献率既包括本

部门进口对本部门的贡献%也包括其他部门进口

对本部门的贡献!而序号从 #&到 ’(的部门%所计

算 的进口贡献率只包括商品部门)部门序号 "*
#$+进口对这些部门的贡献!

,-商品出口对各行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令 ./0123.40/0为 出 口 带 来 的 增 加 值 矩

阵%5678 为其元素!

商 品 出 口 对 8行 业 带 来 的 贡 献 率 为9:/08 1
5678
58!

计算结果列于表 &!由表 &可知%出口对电子

业;仪器仪表业和纺织业的贡献率较高!
同样%需要解释的是序号从 "到 #$的部门%

出 口 的 贡 献 率 既 包 括 本 部 门 出 口 对 本 部 门 的 贡

献%也包括其他部门出口对本部门的贡献!而序号从

#&到 ’(的部门%所计算的出口贡献率只包括商品

部门)部门序号"*#$+出口对这些部门的贡献!

表 & 商品出口对各行业增加值的贡献率

部门 序号 出口贡献率)<+ 部门 序号 出口贡献率)<+

农业 (" =-" 机械设备修理业 #" ""-"
煤炭采选业 (# "=-" 其他制造业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 废品及废料 #, #"-’
金属矿采选业 (’ #,-# 电力及蒸汽热水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
食品制造烟草加工业 ($ =-"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纺织业 (& ’,-" 建筑业 #& (-’
服装皮革纤维制品 (> ,=-? 货物运输及仓储业 #> ",-,
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业 (= #(-& 邮电业 #= =-"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 "( #$-? 商业 ,(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 饮食业 ," &-#
化学工业 "# #$-? 旅客运输业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金融保险业 ,, ""-(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房地产业 ,’ ,-?
金属制品业 "? ##-> 社会服务业 ,? $-=
机械工业 "$ "#-&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 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 ,&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 科学研究事业 ,>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 综合技术服务 ,= ’->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品 #( ’,-? 行政机关及其他行业 ’( (-(

)二+"==>*#(("年进出口对 @AB的贡献率

采用本文方法计算进出口对 @AB的贡献必

须建立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然而%编制投入产

出表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国家统计局每

?年才编制一次!我们要计算 "==&年以后各年进

出 口 对 @AB贡 献%又 必 须 先 有 各 年 的 投 入 产 出

表%就只好利用 "==&年投入产出表来估算以后几

年的投入产出表!估算 "==&年以后年份的投入产

出表时%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各部门的投入产出关

系基本不变%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进口;出口等利

用历年C中国统计年鉴D和相关统计资料的实际数

据进行推算!编制过程说明如下9
"-确定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增加值

通过以下途径%我们可以确定各部门的增加

值 .E9
)"+第一产业农业)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 "+

的增加值%取自各年的C中国统计年鉴DF
)#+第二产业的建筑业)部门 #&+增 加 值%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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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第二产业另外还有 ’(个$部 门 编 号 为 ’

)’*&工业部门+按照 ,--.年的比例关系将!中国

统计年鉴"对应的工业增加值分配到各个部门#
$/&第三产业部分+按照 ,--.年的投入产出

表各部门增加值的比例关系将!中国统计年鉴"第
三产业增加值的数据分配到各个部门#

$(&进出口部分+利用海关统计与投入产出表

部门的对应关系将海关统计的数据转换为编制投

入产出表所需要的数据0
’1计算投入产出表中的参数

有了各部门的增加值以后+利用 ,--.年投入

产出表中的比例关系来推算其他各年投入产出表

中其他元素0
$,&计算各部门总投入+假设各部门的增加值

率$增加值占总投入的比例&不变+则有2
34
546

3-.4
5-.4
+所以有 546

3-.4
5-.4
734

$’&计算各部门总产出 58+它 等 于 相 应 部 门

的总投入+即 58654$当 864时&0
$%&计算各部门中间投入 9840假设以后各年

的投入产出关系不变+即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

不变+则有下列关系2

:-.846
9-.84
5-.4
6:846

984
54

所以有 9846547:846547:-.846547
9-.84
5-.4

于是有各部门中间投入之和为;
<

46,
984

$/&计算各部门最终产品+它等于总产出 减

去中间投入之和2

=8> ?@8> A586 58);
<

46,
984

86 ,+’+BB+<
通过上述计算步骤+就可以得到 ,--.年以后

年份的投入产出表0
%1贡献率的计算结果

按 照 第 二 部 分$分 析 的 理 论 基 础&的 计 算 方

法+利用$’&式和$%&式就可以计算出每年的进出

口对CDE的贡献率0经过计算后各年份的进出口

对CDE的贡献率如表 F所示0表 F同时列出了这

些年的 CDE增长率与进出口增长率数据0

表 F GHHI)JKKG年进出口对 LMN的贡献率 O

,--. ,--F ,--- ’PPP ’PP,

进口对 CDE的
贡献率 -1P% -1P/ ,P1P,,,1/- ,,1*

出口对 CDE的
贡献率 ,/1,P,%1./,%1/%,(1P(,/1.*

CDE增长率 F1F .1F .1, F1P .1%
进口增长率 ’1( ),1( ,F1’ %(1F F1’
出口增长率 ’,1P P1( *1, ’.1F *1F
进口总量$亿美元& ,/’/ ,/P’ ,*(. ’’(, ’/%*
出口总量$亿美元& ,F’F ,F%. ,-/- ’/-’ ’**’
顺差$亿美元& /P/ /%( ’-’ ’/, ’’*

从 表 F可 以 看 出+,--.)’PP,年+进 口 对

CDE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而 出 口 对 CDE的 贡

献率则在保持上升趋势的同时有些波动0进出口

对CDE贡献率的一般规律是+如果进出口增长率

高于 CDE增长率+那么进出口对 CDE的贡献率

就会上升0但是进出口对CDE的贡献率与国内价

格指数Q外贸价格指数Q外贸产品结构的变化都有

关系+所以虽然 ,--F年进口增长率低于 CDE增

长率+但是进口对 CDE的贡献率仍是上升的0总

体说来+外贸$进口Q出口&对 CDE的贡献率表现

为逐年升高的趋势+说明中国的外贸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对 CDE的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0如果

按CDE的支出法恒等式计算净出口对CDE增长

的贡献率+由于 ,---年以来外贸顺差逐年下降+
近几年净出口增长对 CDE增长的贡献率就是负

值+似乎外贸在拉 CDE增长的后腿+这显然是不

公 正 的0从 ,--.到 ’PP,年 的 (年 间+进 口 对

CDE的贡献率平均为 ,P1’O+出口对 CDE的贡

献率平均为 ,/1’O0

四 结论

本文讨论了出口和进口对CDE的贡献+由文

中的分析可以看到+出口和进口是按不同的性质

处理的2出口作为最终产品的一部分是中国向外

国的供给+它与产出联系在一起#进口品是外国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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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供给!其中绝大部分作为中间产品进入生

产 过 程!它 与 投 入 联 系 在 一 起"所 以 考 虑 它 们 对

#$%的贡献要区别对待&使用国民经济核算恒等

式计算进出口对#$%的贡献只是考虑净出口’出

口(进 口)!故 不 能 恰 当 地 计 算 出 口 或 进 口 对

#$%的贡献&尽管近几年外贸顺差有所下降!但

不能据此贬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上 述 的 估 算 是 建 立 在 一 定 的 假 定 条 件 之 上

的!但仍然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出口和进口对 #$%
的贡献&由于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的!能 否 将 上 述 出 口 对 #$%的 贡 献 与 进 口 对

#$%的 贡 献 简 单 相 加 就 得 到 外 贸 对 #$%的 贡

献!还需作进一步考虑&上述的研究是具有开放性

的!可以考虑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的替代性以及对

来料加工贸易的情况做更深入的分析!同时上述分

析框架可以方便地用于分析进出口增长对 #$%增

长的贡献!这些我们将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讨论&
很多研究采用支出法 #$%恒等式计算净出

口对 #$%的 贡 献!总 给 人 一 种*进 口 无 效+的 感

觉&每年外贸工作的成绩似乎更多是体现在出口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上&但是实际上国内生产的相

当一部分是建立在进口商品基础之上的&与出口

作为需求相对应!进口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对经济

系统产生贡献&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本国经

济与外国经济交织在一起!从各国产品的比较优

势来说!进口对经济系统的作用不仅仅局限在解

决国内紧缺资源!而且构成了国民经济运行的一

个重要环节&这种趋势必然会随着中国经济进一

步走向世界而更加明显&所以在分析外贸对经济

的贡献时要充分考虑到进口对经济系统的作用!
不能轻视外贸中的进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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