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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外汇管理问题研究 
    

海关总署  万中心 

 

 

中国贸易外汇管理问题，不仅是我国涉外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我国对

外开放过程中亟待研究回答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极为丰富的现实课题。这主要表现为 3个方

面：一是从历年的经验来看，中国贸易项下结售汇的业务量，占到全国银行现期结售汇业务

的 80%左右，贸易项下结售汇正常与否，直接决定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局。二是从长期来看

和从根本上说，贸易外汇盈余是中国外汇储备最终的稳定可靠的源泉，而外资的流入，最终

会通过还本付息或利润汇出等形式回流出去，它对增加中国外汇储备作用也还要通过改善贸

易外汇收支来实现。如果说中国外汇储备是个不断升高的蓄水池，那么贸易外汇盈余是决定

水位高低的根本性和趋势性因素，外资的流入或流出是波动性或者周期性因素。三是贸易外

汇管理状况是国家进出口管理政策的缩影和反映。透过贸易外汇收支这一符号形态，既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进出口活动的动向，又能够分析国家进出口管理政策的成效。同时，贸易

外汇管理反过来也能够促进国家其他进出口管理政策的功效。本文拟对 1994 年外汇体制改

革和流转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贸易外汇管理问题，从实证角度作一初步的分

析和研究。 

 

 

一、中国贸易外汇管理的基本情况 

 

    1994 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前，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官方汇率和市

场调剂汇率双轨并存。1994 年初，人民币汇率实行并轨，取消了官方汇率，实行以市场供

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随后，国有企业退出外汇调剂市场，外汇指定银行成为

外汇交易主体。取消国有企业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

改进汇率形成机制。1996 年 7 月后，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也纳入银行结售汇

体系。除此之外，我国还取消或放宽了其他一些经常项目下用汇限制。1996 年底，我国宣

布基本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提前 3 年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

求。 

    以上这些外汇体制改革措施实施后，贸易外汇管理问题集中到一点，即交易的真实性审

核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贸易项下结售汇的每一笔业务，与进出口贸易真实用汇和付汇需求

一一吻合，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就到位了，就成功了。在实际操作层次上，由外汇指定银行在

办理结售汇业务时具体审核贸易的真实性，国家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出口收汇核销和进口付汇

核销实行事后监督管理，以出口货物的价值为标准核对是否有相应的外汇收回国内，以付汇

金额为标准核对是否有相应的货物进口到国内或有其他证实抵冲付汇。 

从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实施的结果来看，我国 1994 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政

策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骗汇、套汇和偷逃汇现象，但

从总体上看，政策实施的结果还是比较好的。1994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由 1993 年底的 212

亿美元上升到今年 5月底的 1790 亿美元，在 7年多的时间内增加了 1500 多亿美元，外汇储

备数量仅次于日本，名列世界第二。同时，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没有发生外界预期的大幅

度贬值现象，基本保持稳定(参见表 1)。在此期间，贸易外汇管理政策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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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巨大冲击，贸易外汇收入成为外汇储备稳定增长的重要来源，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过

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1994 年到 2000 年的 7 年间，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总计达到 1388

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加值 1444 亿美元的 96%。 

  

表 1                 1994 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及人民币汇率 

   外汇储备（亿美元） 人民币基准汇价（100 美元等于）  

   年份   期末数   增加值     年初     年末 

1994     516    304    870.00    844.91 

1995     736    220    844.62    831.79 

1996    1050    314    831.74    829.82 

1997    1399    349    829.84    827.98 

1998    1450     51    827.96    827.87 

1999    1547     97    827.89    827.93 

2000    1656    109    827.95    827.70 

2001(1-5 月)    1790    134    827.74    827.77 

资料来源： 

1、人民币基准汇价和 1994 年到 2000 年的外汇储备均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开发布的

统计数据。 

2、2001 年 5月底的外汇储备数据来自 2001 年 6月 11 日《人民日报》。 

 

如果将贸易顺差与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作一简单对比(实际上由于统计口径差异，存在

着较多的不可比因素)，我们发现，除 1997 年和 1998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项下结

售汇情况不太理想外，其他年份的贸易外汇管理状况总体上看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这 7

年累计贸易顺差 1715亿美元，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 1388 亿美元，结售汇顺差约占贸易顺差

的 81%(参见表 2)。 

 

表 2           1994 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和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 

年份 贸易顺差（亿美元） 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亿美元） 

1994        54         207 

1995       167         151 

1996       122         184 

1997       404         255 

1998       435          47 

1999       292         235 

2000       241         309 

  资料来源： 

1、贸易顺差数据来自于海关总署出版的《海关统计》月报 2000年第 12期。 

2、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1994 年至 1997 年数据转引自杨帆所著《人民币汇率研究》(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一书，1998 年至 1999年数据来自于中新社网站 2000 年 9 月 4

日消息《中国十二部委联手推出口岸电子执法系统》，2000 年数据来自于《中国证券报》

2001 年 4 月 17 日文章《200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为了增加进出口统计和结售汇统计对比的科学性，我们可以对进出口统计进行粗略的改

算。剔除进出口统计中明显不发生结售汇业务的项目后，再将经调整后的贸易顺差与贸易项

下结售汇进行对比。我们对进出口统计主要进行了如下 3项调整：一是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

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项目，由于不需要进口付汇，应该相应扣减进口量，增加贸易顺差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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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赠送、捐赠项目的进出口差额，也不发生结售汇业务，应予剔除；三是对于来料加工装

配贸易，我国的外汇收入主要是工缴费收入，与其进出口差额存在较大的差异。从经验来判

断，工缴费收入只占来料加工贸易顺差的 30%左右，因此应该扣除其他 70%部分。经过以上

3项调整后，贸易顺差调整数据=原进出口统计顺差+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

品－（赠送、捐赠出口－赠送、捐赠进口）－（来料加工出口－来料加工进口）＊70%。应

该说明的是，以上这种调整，只是根据数据可获得性角度出发进行的一种粗略调整。实际上，

哪些贸易项目应该付汇，哪些贸易项目不能付汇，哪些项目可以有条件地付汇，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远比以上 3项调整复杂。但是，以上 3项调整包括了进出口统计与结售汇统计对比中

应该调整的主要内容。经过这一调整后，贸易顺差数据与贸易项下结售汇数据已经具有较好

的可比性。具体对比情况参见表 3。 

 

表 3              贸易顺差调整数据和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对比 

年份 贸易顺差调整数据 

  （亿美元） 

    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 

      （亿美元） 

1994       242         207 

1995       330         151 

1996       332         184 

1997       530         255 

1998       502          47 

1999       318         235 

2000       281         309 

  资料来源： 

1、贸易顺差调整数据系根据海关总署出版的 1994 年至 2000 年《海关统计》月报、年鉴

公布的进出口商品贸易方式总值表，经初步估算，扣除不发生外汇交易部分后的数据。 

2、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1994 年至 1997 年数据转引自杨帆所著《人民币汇率研究》(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一书，1998 年至 1999 年数据来自于中新社网站 2000 年 9月 4 日消

息《中国十二部委联手推出口岸电子执法系统》，2000 年数据来自于《中国证券报》2001

年 4 月 17 日文章《2001 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通过以上调整后，我们对贸易外汇管理情况就有了更加深入和清晰的认识。贸易项下结

售汇实际上自 1995 年起就开始受到偷逃汇的影响和冲击，只不过因为 1994 到 1997 年国家

外汇储备以每年平均 300 亿美元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贸易外汇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没有引起社

会上的高度关注，在管理上也就采取常规的管理措施和常规打击偷逃汇行为的措施。1997

年下半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贸易外汇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 1998年全面显现出来。

外汇储备的增幅急剧缩小，在贸易顺差 435 亿美元（调整后的顺差 502 亿美元）的情况下，

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只有区区 47 亿美元。在当时的情况下，立即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1999 年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外汇大检查，在存在较为严重“顺差不顺收”现象

的广东等地区，对偷逃汇行为进行了重点打击。同时，在常规管理上启动了进口报关单外汇

联网核查系统，彻底根绝了利用假单进行骗购外汇的现象。1999 年开始，贸易外汇管理又

趋于正常。2000年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局面，受结售汇时滞因素的影响（1999 年的贸易在 2000

年收汇），当年经过调整后贸易顺差，首次出现小于贸易项下结售汇顺差的情况。这就表明：

从总体上看，贸易外汇管理基本上是正常的，贸易渠道大规模的骗汇、套汇现象基本得到遏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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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的中国贸易外汇管理机制运行分析 

 

贸易外汇管理成效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一机制的运行状况。一是这一机制运行的自

然环境，即市场的“自发”力量是否与这一机制相吻合。二是这一机制运行的政策环境，也

就是说，与贸易外汇管理机制相关的一些政策环境，是否支持和配合贸易外汇管理机制。 

 

（一）市场的“自发”力量 

 

从根本上说，外汇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汇率是它的价格。如果没有政策影

响的话，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汇率的波动，自动调节外汇供求。但是，在存在政府外汇管理

的情况下，汇率并不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因此，市场的“自发”力量并不总是支持现行

汇率，人们对汇率变动的预期决定了经济行为的指向。 

1994 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官方汇价由 5.8 元人民币兑换 1 美元贬到 8.7

元人民币兑换 1美元。当年，外贸换汇成本远低于汇率，出口结汇有利可图。从进出口企业

而言，市场的“自发”力量是支持改革后的贸易外汇管理机制的。1994 年贸易外汇管理状

况较好，主要是来自于这种市场“自发”力量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

下，1995 年外贸换汇成本就少激剧上升，平均换汇成本 1 美元上升至 8.5 元左右，高于年

初 8.44、年末 8.31 的人民币基准汇价。也就是说，因汇率并轨带给外贸企业带后的出口利

益，一年时间就被消耗完了。自 1995 年以来，外贸企业就开始期望人民币的再次贬值，市

场“自发”力量不再继续支持贸易外汇管理机制。这种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一直延续

到今天，形成了对外汇潜在需求总体上大于供给的局面。 

近年来本外币的利差也加剧了对美元等外币的需求。1994 年至 1996 年，总体上看人民

币利率是高于美元等外币的，外资有进入内地赚取利差的动机。这一段时间，本外币利差诱

发的市场“自发”力量是支持贸易外汇管理机制的。但是，我国自 1996 年以来的连续 7 次

降息，将一年期存款利息由 10.98%降至 2.25%。而美元利率近年来一直在 5%到 6%左右，经

过今年以来的连续 5 次降息后，联邦基金利率还保持在 4%。因此，从利差角度来看，市场

“自发”力量对贸易外汇管理机制起不到支持作用。 

另外，近年来国内贫富收入差距增大，特别是一些人通过“灰色”收入或非常渠道积累

了大量财富。有些人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收入换成外汇，转移到境外。逃避贸易外汇

管理，通过贸易渠道获取外汇并转移至境外就是一种选择。 

从外汇指定银行的经办结售汇业务来看，他们的获利动机决定了必然是以结售汇业务量

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也就是说以最大程度赚取外汇买卖差价为主要目标，如果没有有效的监

督制约措施，对审核贸易真实性的重视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长期以来，银行结售汇周

转头寸与经营性周转头寸并没有绝然分开，中间的通道是联通的，用结售汇周转头寸弥补经

营性周转头寸的不足，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外汇指定银行在商业原则的驱使下，如果对其

没有及时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市场“自发”力量并不必然支持现行的贸易外汇管理机制，

有时甚至会产生目标利益冲突。从 1998 年贸易外汇管理情况来看，外汇指定银行没有发挥

到应有的真实性审核作用，见单即付的情况非常常见，与企业勾结起来进行骗汇的情况屡有

发生。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银行也不具备实时审核贸易真实性的能力和客观条件。直到

1999 年进口付汇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启用之后，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外汇指定银行

才基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才很少有机会为追求商业利益而不管交易的真实性，从制度和程

序上受到了限制。这一点是 1999 年以后贸易外汇管理绩效大大改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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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外汇管理机制的政策环境 

 

1、海关监管因素 

从贸易外汇管理机制的政策环境来看，最直接的外部因素就是海关管理。首先，进出口

报关单是结售汇和收付汇核销的重要凭证之一。对于进口付汇而言，货到付款方式（约占进

口付汇业务量的 10%）必须验凭进口报关单，信用证付汇在外汇管理部门事后核销时也要以

进口报关单作为凭证。对于出口收汇而言，在出口通关时需要海关验凭出口收汇核销单，并

且批注出口报关单号。在事后的收汇核销时，还要审核出口报关单和出口收汇核销单。在进

出口报关单没有实行联网核查之前，一些人伪造假的报关单和外汇核销单，进口骗汇或出口

逃汇现象时有发生。1999 年进口报关单联网核查之后，基本堵住了进口骗汇的漏洞。但出

口收汇核销单管理上的漏洞仍然存在。直到 2001年 1月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开始试点，6月 1

日全面推广之后，对企业实行网上申领出口收汇核销单，海关、外汇管理部门、外汇管理部

门联网操作，才从根本上根除了利用假单进口骗汇和出口逃汇的现象。其次，海关在进口管

理上的严密与否，走私是否严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1998 年下半年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

议之前，走私泛滥，形成了巨大的非法外汇需求。走私分子必须想方设法将外汇截留境外，

以满足实际支付需要。1998 年下半年后，海关严打走私，大规模的走私势头得到基本遏制。

因走私需要支付外汇的需要大为减少。另一方面，由于 1999 年以后外汇管理严格了，走私

分子也缺乏足够的支付手段，也支持和促进了打击走私工作。因此，贸易外汇管理和海关进

出口管理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这一点可以从表 4的数字得到印证。 

另外，在海关与外汇联网的情况下，如果要骗购外汇，还必须交纳进口关税。如果海关

税收征管情况较好的话，对大多数进口商品而言，骗购外汇将无利可图。此时，一些不法分

子又转向少数零税率商品，如避孕套这种无税无证限制的商品，高报进口价格来骗购外汇。

海关在近年的监管实践中，多次查获此类案件。 

 

表 4                1994 年以来中国的海关税收净入库 

年份  海关税收净入库数（亿元）      进口增长率% 

1994        622       11.2 

1995        698       14.2 

1996        840        5.1 

1997        853        2.5 

1998        879       -1.5 

1999       1590       18.2 

2000       2242       35.8 

资料来源： 

1、海关税收净入库数引自中国海关历年对外宣传稿。 

2、进口增长率来自于历年来的《海关统计》月报、年鉴 

 

1998 以后，海关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高于进口增长速度，说明大规模走私基本得到

遏制。我们还可以将香港统计向内地的出口值，与中国海关统计的来自香港的进口值进行比

较，印证以上的结论。从表 5可以看出，1997 年和 1998 年香港统计的向内地的出口在于中

国海关统计的自香港的进口中，说明走私问题较为突出。1999年和 2000 年中国海关统计的

自香港进口约比香港统计的向内地出口大 8%到 9%，这主要是运保费、中国海关审价等正常

因素的影响，说明打击走私取得较好成效，进口秩序趋于正常。而这两年，贸易外汇管理情

况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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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7-2000 年内地进口和香港出口数据对比 

年份 内地进口值 

  A(美元)  

香港出口值 

  B(美元) 

    A－B 

  （美元） 

   A/B 

        

1997    538    651   -113    83% 

1998    525    594    -69    88% 

1999    623    576     47   108% 

2000    766    700     66   109% 

资料来源： 

1、内地进口值来自于海关统计，按香港启运地重新改算。 

2、香港出口值来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发布的公开资料。 

 

2、出口退税政策 

如果说对贸易外汇管理机制影响最直接的因素是海关管理的话，那么对贸易外汇管理机

制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出口退税政策。由于办理出口退税，必须有出口收汇核销单和银行

结汇水单。企业要取得出口退税，就得自动到银行结汇，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出口收汇核销。

这样一来，即使是有骗汇不良企图的企业，也得估量一下，是要出口退税呢，还是要外汇。

当出口退税率较低、或者因退税额度影响短期内难以得到退税时，如果外汇黑市价格较高，

一些企业就会放弃出口退税，而想方设法将外汇滞留境外。据估算，如果出口退税政策要发

挥鼓励结汇的作用，出口退税率应高于 10%。但是由于税务部门在增值税征收上，没有实现

全国联网，增值税征管链条脱节，无法及时验明每笔出口货物是否足额交纳增值税，所以，

在出口退税方面上一直存在“征少退多”的问题，骗取出口退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国家

自 1995 年起，开始调低出口退税率，1996 年到 1998年，平均出口退税率在 8.3%左右，远

远低于企业在外汇和退税之间选择的盈亏平衡点 10%。另外，受征多退少因素影响，财政部

门采取了每年下达退税额度指标。因退税额度不足，一些企业还不能及时得到退税。这一切

都有可能诱使一些不法企业，放弃出口退税而选择无截留外汇。这一点在 1996 年到 1998

年间出口退税率较低时表现得特别充分。1999 年提高出口退税率之后，情况得到好转。目

前，平均出口退税率已经提高到 15%左右，放弃出口退税显然不明智，贸易外汇管理机制运

行的政策环境就大为改善了（参见表 6）。 

 

表 6              1994 年以来中国的出口退税情况 

年份 出口退税额（亿元）   最高一档出口退税率 

1994       450       17% 

1995       550      14% 

1996       826       9% 

1997       432       9% 

1998       437  11%(个别产品高于此)    

1999       628      17% 

2000       810      17% 

      资料来源： 

  1、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我国近期财政政策选择》，该文公开发

表于国研网网站。 

  2、新华社：《我国平均出口退税率达到 15%左右》，2001 年 6 月 4 日 

  3、沈葳：《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问题与对策》，2000 年第 4期《审计与经济研究》。 

  4、马玉瑛：《我国实行出口退税问题的探讨》，2000 年第 4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从另一方面来看，外汇管理和海关管理的加强，又有利于促进出口退税管理工作。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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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毕竟需要出口收汇核销单和出口报关单作为旁证。1999 年以后，由于外汇管理和海关

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促进了出口退税管理。从表 7 可以看出，1997 年内地统计

的向香港的出口与香港统计的自内地进口基本平衡，1998 年内地出口值却大于香港进口值，

这都有些不正常，特别是 1998年存在着较严重的骗取出口退税嫌疑。而 1999年和 2000 年，

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内地出口值小于香港进口值 7%－10%，总体上趋于正常。骗取出口退

税的现象仅发生在服装等少数出口商品。 

 

表 7              1997-2000 年内地出口和香港进口数据对比 

年份 内地出口值 

  A(美元)  

香港进口值 

  B(美元) 

    A－B 

  （美元） 

   A/B       

1997    778    780     -2   99.7% 

1998    763    744     19  102.5% 

1999    726    779    -53   93.2% 

2000    824    917    -93   89.9% 

资料来源： 

1、内地出口值来自于海关统计，按运抵地为香港重新改算。 

2、香港进口值来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发布的公开资料。 

 

（三）外贸考核指标 

 

前几年，外经贸部门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考核指标，比较偏重于出口额。由于出口额与很

多政策上的待遇（如出口招标资格）、奖励联系挂钩，所以一直存在高报出口价格的现象。

从 1999 年开始，外经贸管理部门联合外汇管理部门，着重强调考核企业的出口收汇率，在

促进出口收汇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作用。外经贸管理部门这一政策侧重点的变化，也较大程

度改善了贸易外汇机制的政策环境。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到从根本上放弃出口额指标、

转而采取以出口创汇额作为出口业绩的考核指标。 

 

（四）外资优惠政策 

 

外资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

待遇”也对贸易外汇管理机制构成了一定的冲击。最典型的做法将应收贸易外汇截留境外，

以便在合适的时候作为外资再投入国内，以争取“超国民待遇”。这一优惠政策在 1996年有

所减少。但是，后来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又部分恢复了。直到目前为止，“超国民待遇”

问题仍然是影响贸易外汇管理的一大因素。 

 

 

三、关于加强贸易外汇管理的建议 

 

1、进一步强化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预期。到今年 5 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 1790

亿美元。如果不出大的变化外，预计我国外汇储备年底将接近 1900 亿美元。在 3到 5年内

我国将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目前，一定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强化稳定

预期。这是保证贸易外汇管理机制顺利运行的关键。 

 

2、加快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推广应用步伐。除已经运行的进口付汇、出口收汇应用项目

外，尽快将出口退税纳入该系统。从而实现海关、税务、外汇在进出口管理方面联网操作，



 

 8

共同配合，从根本上强化进出口管理的整体效能，为贸易外汇管理机制成功运行创造更好的

政策环境。 

 

3、外经贸部门应尽快全面采用出口收汇额作为各地、各企业的出口业绩考核指标，将

各种外经贸做事优惠待遇和鼓励政策与此挂钩。 

 

4、结合中国加入 WTO 进程，尽快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如果不能减少对外商

投资企业的优惠，也应该尽快将内资企业的待遇提上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作假合资”

现象的进一步发展，避免继续对贸易外汇管理机制造成冲击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