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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对外贸易活动已经连续几年快速增长，并维持较大的顺差，在这之下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

矛盾。然而，进入 2008 年以来，这种增长趋势有所回落，顺差增长幅度也有所减少。文章结合最新数据，

通过对目前的外贸顺差现状的描述，探讨了外贸顺差问题带来的正负两面影响，并结合现状提出了促使贸

易平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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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是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是世界各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同时也对各

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已持续多年，近年来，随着顺差逐渐

加大、状况不断升温，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热点议题，引起了国内外政府、民众及媒介的高度关注。 

一、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描述 
我国对外贸易在引进外资和鼓励对外出口的政策导向之下，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贸活动逐渐增

多，贸易额也大量增长，这不仅使我国活跃于世界经济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收入。通过多年

积极的对外贸易活动，我国对外贸易由逆差到顺差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我国产业进步和竞争力增

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而按照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预计我国进出

口总额在 2010 年可望实现 25 000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根据对同为东亚地区的日、韩两

国发展轨迹的研究表明，这两国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和中期，对外贸易一般表现为逆差，直到工业

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日、韩分别在 1970 年和 1990 年前后出现拐点；作为 

类比，我国目前已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贸易顺差。［1］在数额如此惊人的贸易背景下，我国所拥有的巨

额外贸顺差已经不是秘密，这种顺差近年来不断增大，吸引了众多眼球。 

自 2005 年以来，我国外贸顺差一直保持较大的数量，近年来这种现象依然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势

头，外贸增量在短时间内出现这样大的增量，在外贸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现象。2006 年我国经济

平稳快速发展，在“双稳健”政策的带动下，在对外贸易顺差增幅中，经常项目增加幅度较大，资

本和金融项目则有所下降，国际收支也延续了双顺差的格局，该年 10 月的 238.3 亿美元外贸单月顺

差额，创下了 高纪录。［2］而到了 2007 年，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总体增

幅有所放缓。在国际大环境总体仍然利好的情况下，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21 738 亿美元，增长

23.5%，连续 6 年增长 20%以上，首次跃上 2 万亿美元的新台阶，继续稳居世界第 3 位，出口名列世

界第 2 位。从 2003 年到 2007 年，贸易顺差逐年增大，增速也逐年加快。 

进入 2008 年以来，依照前几个月的外贸统计状况来看，顺差过大的外贸趋势有所缓解。根据我

国商务部于 2008 年 7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 年 1 - 6 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 12 341.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7%，其中出口 6 666.1 亿美元，增长 21.9%；进口 5 675.7 亿美元，增长 30.6%。6 月当

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 2 21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3%，其中出口 1 215.3 亿美元，增长 17.6%；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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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1 001.8 亿美元，增长 31%。进出口差额，也就是贸易顺差的绝对值增加 213.5 亿美元，增幅较前

月回落 20.6%，1 - 6 月累计贸易顺差额达到 990.4 亿美元，同比减少 11.8%。 

二、大额外贸顺差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1. 目前的外贸顺差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实力与活力。从对外贸易史的情况来分析，我国从贸

易的入超国能够扭转局面，发展成为如今的贸易出超国，而且出超额也就是贸易顺差相当巨大，说

明了国民经济是在行之有效的发展之中。众所周知，我国经济近年来发展非常迅猛，进入 21 世纪的

前几个年头，GDP 一直处于 7% - 8%的增幅水平，而 近几年又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外贸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谓不小，充分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作用，为国民经济的良好健康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产业结构有所优化，技术实力得到提高。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

阶段的现实，纵观主要发达国家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是以工业化开路

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3］外贸顺差，尤其是经常项目保持的顺差，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可以知道

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水平与出口产品结构。由于出口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外向型经济不断壮大，工

业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得到加速，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在走向优化，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

上的总体竞争力。并且，保持外贸顺差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也引进使用更多先进的生产设备，出

口的竞争力得到加强的同时，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资进入国内，形成良性循环，活跃经济。 

3. 外贸顺差体现出我国市场经济的抗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在进入全面的市场经济之初，光

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这些概念就受到了来自各类人群的质疑，不信任的目光比比皆是。现

在，如此巨大的外贸顺差说明了我国经济不仅没有沉没在世界市场上，相反，经济抗风险能力得到

了增强，出口产品的广度与深度也得到了提高。通过外贸，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

家和地区，缓解了国内供需之间的矛盾，产品还因此打入国际市场，“made in China”遍布世界各地，

中国产品得到了国际认可，经济的流动性与效益也在提高。在进出口产业的良性运作下，中国经济

的阶段性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可以有效解决，提高了总体上的产出水平，加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市场经济更加稳定，更具抗风险性。［4］ 

4. 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外贸的带动下增多。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当然不可避免地使得国家的外汇

储备额增加。经过这几年贸易顺差的激增，我国的外汇储备早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 2008 年 7 月 1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8 年 6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 18 088 亿美 

元。而从世界银行公布的 2007 年世界各国 GDP 排名来看，把排在第 57 位的越南直到排在末位即第

180 位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这 124 个国家的 GDP 进行加总，得到的总和是 17 597 亿美元。也就是

说，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这 124 个国家 GDP 的总和。外汇储备的增多，提高了对外偿还

和支付能力，同时外贸产生了更大的规模效益，也促进了资本积累。 

三、外贸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如上所述，通过外贸产生了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是外贸顺差却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作

用的同时，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值得探讨。 

1. 过大的外贸顺差导致了贸易摩擦的频繁出现。外贸顺差一旦增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贸易摩

擦。近些年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更有升级的趋势。以欧盟为例，作为

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可谓是相当苛刻。 新数据显示，外贸顺差前十位国家中，

有 4 个是欧盟成员国家。近些年来欧盟对我国的产品增加了更多的限制，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

抵制中国制造，例如制定进出口产品的标准、配额、绿色壁垒等，使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盟地区时遭

遇了更多的非关税壁垒。更有甚者，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

较低，物美价廉深受各国民众欢迎，可是这样对其本国产业产生了威胁。于是我国出口产业经常遭

遇倾销官司，给我国的反倾销诉讼带来极大的压力。根据世贸组织消息，仅在 2006 年上半年度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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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案件困扰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一，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并列第二。世贸组织成员总

共提出了 87 件反倾销申诉，其中 32 件是针对中国的产品。一旦面临倾销案，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

不免走向倒闭的结局，甚至有企业主被逼无奈而选择自杀。 

2. 巨额外贸顺差使人民币饱受升值的压力。尽管面对巨额外贸顺差人民币依然坚挺，但是升值

的压力十分巨大。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一再对我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可是在升值之前，出

口行业却加大其出口额度，期望自己的短期内利益不要受损，这反而增加了外贸顺差。在重重压力

之下，2005 年 7 月 21 日晚 7：00 人民币宣布升值 2%，同时变为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人民币价值一路上升，在汇改开始的 299 天后，2007 年 4 月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跌至 8.0 

以下，进入了 7 时代。然而，一年之后的 2008 年 4 月 10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 6.99，突

破 7.0 大关，至此正式进入 6 时代。 

3. 外贸顺差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了两难困境。外贸的迅速发展，纵然给国内经济带来了很多利

益，然而更加应该看到的是在利益掩盖下的难题。我国的外贸行业、外贸单位主要出于东部沿海地

区，他们首先享受到了外贸顺差带来的经济高增长，而这就加大了国内市场的不平衡性，加大了东

西部地区的贫富差距，久而久之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问题。外贸产业的突飞猛进，成为国内通货膨胀

的导火线，国民生活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外贸顺差的福利，反而因此变得艰难了。［5］由于存在巨大的

外贸顺差，国内经济的发展会不自觉地依赖外资企业或国外市场，自主能力减弱，更多地把自己捆

绑在国际市场上，若遇国际经济危机或衰退，便会处于整个链条之中，难以脱身。自从美国遭遇到

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后，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贸易市场也将受到影响，中国在外投

资资产的安全性将受到考验，进出口贸易活动的顺畅性也大打折扣，已经 30 年没有下降过的出口在

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有所下降。尽管美国众议院已于 2008 年 10 月 3 日投票通过了经过修改的总额达 

7 000 亿美元的大规模金融救援方案，而且该方案如果得以实施，可以促使停滞的信贷恢复流动，从

而避免金融危机恶化，防止经济陷入更大的衰退。但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将触角伸向了

中国，持续的顺差与经济危机的交互作用使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显著的干扰，使抑制顺差的调

控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不仅带来两难困境，也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四、正确认识外贸新形势，积极应对外贸新挑战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外贸活动的水平反映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外贸产业也顺

理成为国民生产的支柱产业之一。在顶着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国内通货膨胀风险以及人民币升

值所导致的外汇管理等一系列压力下，外贸活动究竟应该走上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国民经济对外贸

的选择性应该何去何从？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确保经济健康发展。不

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调整外贸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减少并稳定总量。经过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 

为了鼓励出口而有意调高了出口退税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06 年。这对扶植中小企业出口创 

汇、发展外贸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新形势下的外贸产业已经不再适合这种高退税率的政策，

政府可以考虑适当下调所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通过微调，求得总量上的变化，可以减少贸易顺差

额。从 2008 年前 6 个月的海关统计数据来看，出口退税环节显得有些波动，出口退税的同比百分比

在单月会呈现上升趋势，而双月又出现了下降趋势。8 月 4 日公布的 6 月外经贸主要指标中，出口 

退税绝对值为 527.2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6.2 个百分点。如果能够使出口行业不出现较大波动，那么

外贸走势就会相对稳定。 

2. 加快国内技术更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在解决出口问题的时候，也要参照进口

情况作出比对。从进口方面看，主要发达国家向我国出口的产品多为奢侈品或高级工业成品，而我

国出口的则多为基本生活用品或一般工业产品。发达国家虽然叫嚣其饱受对华贸易大额逆差之苦，但

是他们却从中赚取了高额的利润，这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现实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国内在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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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行调整时，一定要加强对技术环节的重视，使国内技术能够跟上国际市场主流，并坚持创新。

同时，出口产业的结构优化是一直以来探讨的重点，至今也不能改变。出口产品的升级才能够使我

国在外贸活动中获得比较优势，才能使出口到国外的产品真正拥有中国特色，赚取到剪刀差，降低

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再者，产品升级过程必然伴随着质量的提高，这就可以更多地绕

开非关税壁垒，打入国外市场。 

3. 加强和优化国内政策的实施与国内市场的建设。对外贸的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外贸这个单

一行业，还要放眼于国内市场的大环境，坚持扩大内需，带动经济繁荣。国民经济发展中应尽量避

免过度依赖外贸和国际市场，防止外贸行业虚假繁荣而产生大量泡沫，一旦出现问题泡沫破灭，就

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要完善国内的市场建设，以法治来促进外贸的良性发展。拥有一个健全的

市场机制，使外贸行业得到内生增长，有利于减少国民福利的损失，［6］对于涉足外贸产业的中小企

业来说，才不会走入悲惨增长的困境。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可以实施到位，减

少时滞性和不确定性，加强外汇的管理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景才能够更加明朗。 

4. 发展外贸也应该注意保持平衡，顾全经济发展的大局。虽然外经贸活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点，但是应该看到，外贸活动只是我国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从外贸活动自身来看，不光要在出口

上下功夫，在进口上也是需要加以管理的。优化进出口渠道，为外贸市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有

助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7］从外贸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看，除了要注意国际收支平衡之外，还

要兼顾经济增长、稳定国内物价水平和促进充分就业这几项经济发展的目标，以维持国民生产的正

常运作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也有利于保持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总之，进入 2008 年以来，我国外贸顺差已经过了 高峰的时期，这是与国内市场调整和国际市

场环境发生变化有密切关系的。不过面对经济危机和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

脑和积极应对的心态，方可作出正确有力的决策，保持我国对外贸易良好、健康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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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evitable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as a result of its continual rapid increase in recent years 

and its steady large surplu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8, such an increase momentum has slowed down, accompanied 

by a less increase in its surplus. Based on the latest statistic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surplus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will be explored,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achieve the 

trade balance will be rai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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