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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明确我国经常项目结构特征以及 FDI 对经常项目收支影响途径的基础上 ，就我国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６年 FDI对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FDI是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重
要影响因素 ，能够解释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 １４％ 左右 。同时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

面 ，通过推动加工贸易等途径促进我国贸易顺差 ，从而增加经常项目收支盈余 ；另一方面 ，FDI的利润汇回使
投资收益账户持续逆差 ，从而部分抵消了经常项目收支盈余 。因此 ，在调整“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时 ，应充

分考虑两个项目的内在关联 ，统筹考虑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增长 。

［关键词］ FDI ；经常项目 ；资本项目 ；贸易收支 ；双顺差

The Impact of FDI on China摧s Current Account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1982 to 2006
Gu Guoda１ 　 Zhong Jingjing１ 　 Mao Yiping２

（１ ．College o f Economics ，Zhe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７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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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摧s current account structure and the channels
that FDI may influence it ， this paper presents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changes of China摧s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results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reveal that FDI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which ，f rom １９８２ to ２００６ ，constituted a fluctuation of approximately fourteen percent ．
In addition ，FDI has conflicting influences on th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On one hand ，FDI
contributes to China摧s trade surplus by driving grow th in manufacturing and related sectors ，
constituting an increase in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and hence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n the



other hand ，remitted interests from FDI consequently result in continued deficits to investment
income ，which will partially offse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ade balance at the same time ．Hence ，
both aspect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making adjustments to the China摧s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featuring the Twin Surpluses （surpluses in both current
account and capital account） ．Only through a holistic assess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accou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and foreign trade policy can the
purpose of sustainable grow th of economy be achieved ．
Key words ：FDI ；current account ；capital account ；balance of payments ；Twin Surpluses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迅速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 ，我国国际收支规

模快速增加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６年间 ，经常项目除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３年

有少量逆差外 ，其余年份均为顺差 ；资本与金融项目除 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４年和 １９９８年逆差外 ，其余年

份均为顺差 ，国际收支呈现出“双顺差”的失衡状态 。截至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已达到

１９ ４６０ ．３亿美元 。国际收支结构事关一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为此 ，中央政府多次将促进国际

收支平衡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 。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可知 ，我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主要来源于贸易顺

差 ，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则主要来自 FDI的持续增长 。根据开放的宏观经济理论 ，国际收支经常

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FDI可通过贸易和收益等账户对经常项目差额产生
影响 。因而 ，明确 FDI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 ，在调节“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时统筹考虑两

大项目间的联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 、我国经常项目结构特征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包括居民和非居民之间发生的涉及经济价值（不包括金融账户在内）的所有

交易 ，还包括未得到任何回报而提供的或得到的经常性经济价值抵消账目 。经常项目的收支包括

四个方面 ：货物 、服务 、收益和经常转移 。

图 1 　中国经常项目及其各组成部分收支（1982 — 2006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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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期国际收支平衡表 ，ht tp ：／／www ．safe ．gov ．cn／model ＿ safe／tjsj／tjsj ＿ list ．jsp ？ ID ＝

１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id ＝ ５ ，２００８ 年 ６月 ２０ 日 。



　 　我国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６年经常项目收支以及各次级账户的收支情况 ，如图 １ 所示 。由图可见 ，自

１９８２年起的多数年份 ，中国的经常项目均处于盈余状态 。具体看 ，可将经常项目按其顺差和逆差

的情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４ 年 ，顺差减少阶段 ，经常项目顺差由 １９８２ 年的

５６ ．７４亿美元下降到 ２０ ．３０亿美元 。第二阶段从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年 ，为总体逆差阶段 ，仅 １９８７年出现

少许顺差 。第三个阶段为总体顺差阶段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 ，我国经常项目除 １９９３年的一

次逆差外 ，其他各年均处于顺差局面 。进入 ２００２年以后 ，经常项目顺差快速上升 ，到 ２００６年底已

达到 ２ ５３２亿美元 。

从经常项目的各项组成部分来看 ，货物贸易即商品进出口贸易是我国经常项目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 ，货物贸易发展迅速 ，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１９８２年的 ７７１ ．３亿元发展到 ２００７年

的 １６０ ８６１ ．２亿元 。从货物贸易差额来看 ，在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４年间 ，我国货物贸易扭转了改革开放初

期贸易逆差的局面 ，连续三年为顺差 ，１９８５ — １９８９年贸易差额为逆差 ，１９９０年 ，出口开始超过进口 ，

贸易出现顺差 ，但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在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连续缩小 ，到 １９９３年 ，贸易再度出现逆差 。

１９９４年以后 ，我国长期持续处于贸易顺差的局面 ，并且自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急剧扩大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服务贸易的差额来看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可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顺差阶段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４年间 ，除了 １９９２年和 １９９３年外 ，其他各年服

务贸易都为顺差 。第二个阶段为逆差阶段 ，从 １９９５年开始 ，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 ，至 ２００６年服

务贸易逆差已达 ８８ ．３亿美元 ，与货物贸易 ２ １７７ ．５亿美元的顺差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

经常项目下的收益项目包括了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部分 。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

润 、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 、证券投资收益（股息 、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 。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４

年 ，我国收益账户的差额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２年 ，除少数年份外 ，收益账

户皆表现为顺差 ，且数额较小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４ 年 ，我国收益账户各年均为逆差 ，特别是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２年 ，收益账户逆差占经常项目顺差比重约为 ３２％ ，表明经常项目次级账户形成的顺差

约有三分之一被收益账户逆差冲减 ，而投资利润和红利等汇回形成的投资收益逆差又是导致收益

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 。

经常转移项目包括所有非资本的转移项目 ，如侨汇 、工人汇款 、无偿捐赠 、赔偿等项目 ① 。我国

一直是一个经常转移的净接受国 ，并且这一顺差额还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到 ２００６年 ，该项目的顺差

已达到 ２９２亿美元 ，我国居民个人在境外的侨汇收入是主要的顺差来源 。

二 、FDI影响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途径分析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６年 ，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从 ４ ．３亿美元增加到 ７８０ ．９亿美元 ，年均增

长率为 ２４ ．７％ 。这与我国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

类型 ：一是出口导向型 FDI ，即在当前国际分工由产业内贸易不断向产品内贸易发展的背景下 ，外商

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等将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我国 ，之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

和地区 ；二是市场导向型 FDI ，即通过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市场 ，从而绕开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这两

种类型的 FDI都将主要通过对我国贸易收支和收益项目的影响从而对经常项目差额产生影响 。

（一） FDI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出口导向型 FDI将主要通过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直接促成贸易收支顺差 ，市场导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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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我国经常项目中经常转移账户的规模较小 ，且与本文研究重点的联系不大 ，在以下研究中将忽略这一账户 。



FDI则主要通过减少我国的进口而促进贸易顺差 。此外 ，两种形式的 FDI还将通过对本土企业的
溢出效应等带动我国企业的出口 ，从而促进贸易顺差 。据统计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５０ ．０％ 、５２ ．２％ 、５７ ．１％ 、５４ ．８％ 和 ５８ ．３％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占总进

口的比重分别为 ５１ ．７％ 、５４ ．３％ 、５６ ．２％ 、５７ ．８％ 和 ５８ ．７％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分别为

７４亿美元 、９７ 亿美元 、８４ 亿美元 、１４０ 亿美元和 ５６７ 亿美元 ，占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 ３２ ．８％ 、

３１ ．８％ 、３３ ．１％ 、４３ ．８％ 和 ５５ ．６％ 。由此可见 ，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贸易顺

差的重要推动力量 。以下将重点分析出口导向型 FDI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

１ ．我国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的贡献度

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在于国际分工基本单位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环节和流程区段 ，为后进国参

与国际分工谋求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

内部装配 、加工 、制造等环节 ，因而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形态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比较优

势 。加工贸易“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的特性 ，将直接促成相当于国内加工增加值的贸易顺差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加工贸易累计顺差为 ６ ６６０多亿美元 ，非加工贸易累计逆差为 ３ １００多亿

美元 ，可见如果没有加工贸易顺差就不可能有经常账户累计顺差 。从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余额

变动和增长阶段来看 ，１９９０年我国加工贸易累计余额从逆差转变为顺差 ，到 １９９４年累计顺差 ３５９

亿美元 ，２００６年达到 ６０００多亿美元 ，成为中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最大顺差项目 。

如图 ２所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年 ，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 ４ １５３ ．５６ 亿美元 ，加工贸易顺差总额达

６ ７２９ ．６１亿美元 ，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 １６２ ．０２％ ；一般贸易顺差总额为 １ １９９ ．１８亿美元 ，对

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仅为 ２８ ．８７％ 。除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外 ，其他贸易方式的总余额为逆差 。

而且 ，即使将一般贸易总额包括进来 ，除加工贸易外的其他贸易方式的总余额仍为逆差 。

图 2 　中国各种贸易方式的顺差额（2000 — 2006年）
①

２ ．FDI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
如前所述 ，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 ，而 FDI 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的主体地位日益突出 。如图 ３所

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中有 ７０％ 以上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 ，且该比例逐年上

升 ，表明中国现阶段在全球加工生产体系中的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关键动因之一 。此

外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于国内加工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 、发挥比较优势 、扩大出口

也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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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枠（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枟年鉴枠编辑委员会编纂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枟中

国商务年鉴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持编纂 ，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各期 。 图中加工贸易仅包括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

进料加工贸易两类 ，由于出料加工贸易额较小 ，没有计算在内 。



由此可见 ，FDI通过推动我国的加工贸易这一主要途径促进了我国贸易顺差的扩大 。

图 3 　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类型分布（2000 — 2005年）
①

（二） FDI对我国投资收益项目的影响

据商务部统计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回额已达三千多亿美元 。随着

外商直接投资利润积累的加快 ，投资利润和红利汇回的压力逐渐增大 ，直接导致了我国投资收益账

户逆差的扩大 。直接投资收益取决于前期形成的投资存量和所处投资周期的位置 。目前 ，我国仍

处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阶段 ，小规模的外资企业多属于制造业 ，利润率相对较低 ，且收益取得的滞

后性较为明显 。未来 FDI形成规模效益从而产生的利润汇出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经常项目收支
顺差 。与此同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未能形成一定的规模 ，且“走出去”的企业尚不具有较强的实

力 ，难以弥补 FDI利润汇回对收益账户逆差的影响 。

综上所述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 ：一方面 ，FDI可通过推动加工贸易等途
径促进我国的贸易顺差 ，从而使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增加 ；另一方面 ，FDI的利润汇回使得投资收益
账户持续逆差 ，从而部分抵消了经常项目收支盈余 。

三 、FDI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下将建立计量模型 ，分别针对 FDI 对我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

并通过两者的比较来考察 FDI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

（一）模型的建立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我国和外国 ，即将世界上除我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看成一个整体 。

根据不完全替代理论建立进口方程 ，该理论假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其进出口商品和国内生产的

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１］
。一国的进口需求函数是相对价格和实际收入的函数 ，即 ：

IM ＝ IM （Y d ，Pdf ） ， （１）

其中 IM代表我国的进口需求 ，Y d 表示我国的实际收入 ，Pdf 表示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进口品与本

国产品的相对价格 。

我国的出口即相当于外国的进口 ，可表示为 ：

EX ＝ IM f ＝ IM f （Y f ，Pfd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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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 代表我国的出口 ，IM f 表示外国的进口 ，Y f 表示外国的实际收入 ，Pfd 表示以外国货币表

示的外国进口品与外国产品的相对价格 。

由（１） 、（２）式可得 ，国内的实际贸易收支为 ：

TB ＝ TB（Y d ，Y f ，REER） ， （３）

其中 TB为国内实际贸易收支 ，REER为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 ，代表我国和外国产品的相对价格 。

由于本文重点考察 FDI 对我国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 ，将 FDI 引入 （３ ）式 ，我们将利用

TB ＝ TB（Y d ，Y f ，REER ，FDI）来衡量影响贸易收支的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进一

步利用 CA ＝ CA （Y d ，Y f ，REER ，FDI）以衡量影响经常项目收支的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
系（CA 代表我国经常项目差额） ，进而可将 FDI对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进行比较
分析 。

（二）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年度数据 ，样本期为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６年 ，分别来自枟中国统计年鉴枠和枟国际金融

统计年鉴枠的相关各期 。其中 ：

贸易收支 TB ：利用美国全社会零售价格指数生成相应的平减指数 ，对我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

额（单位 ：亿美元）进行平减 ，得到以 １９９０年美元表示的实际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取其自然对数 ，

并将前者与后者相减得出 。

经常项目收支 CA ：与贸易收支 TB的计算方式相似 ，将以 １９９０年美元表示的经常项目贷方

总额对数值减去借方总额对数值得出 。

国内实际收入 Y d ：利用支出法统计的 GDP及其指数生成 GDP平减指数 ，对现价下的 GDP
（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进行调整 ，得到以 １９９０年价格计算的实际 GDP ，并对其取自然对数 。

外国实际收入 Y f ：１９９５年以来 ，美国 、欧盟 、日本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总比例基本持

续在 ５０％ 以上 。我国香港地区也同样 。由于大陆地区与香港地区经贸关系的特殊性 ，此处不宜将

其间的贸易作为双边贸易进行处理 ，因此选取美国 、欧盟 、日本三个经济体进行分析 。各经济体

GDP采取以美元衡量的历年不变价 GDP ，并根据 ２０００年各经济体占我国对外贸易权重指数加总

而得 ，然后取其自然对数 。

实际有效汇率 REER ：为国内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 。进口价格指数为商品产地的

批发物价指数乘以汇率 ，其中商品产地的批发物价指数由中国进口贸易伙伴国的商品批发物价指

数乘以该国占我国进口贸易量的权数加总得到 ，并对其取自然对数 。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FDI ：利用美国的全社会零售价格指数生成相应的平减指数 ，对我国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进行平减 ，得到以 １９９０年美元表示的实际利用外资流量 ，对其取自然对数 。

上述原始数据取对数后 ，各变量均变为无量纲变量 ，可直接进入模型估算 。

（三） FDI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令 Xt 表示由 TB 、Y d 、Y f 、REER 、FDI构成的列向量 。对于 Xt ，一个长度为 p的无约束向量
自回归（Unrestricted Vector Auto Regression ，简称无约束 VAR）模型表示为 ：

Xt ＝ ∑
p

j ＝ １
∏ j X t－ j ＋ μ ＋ εt ，t ＝ １ ，２ ，⋯ ，T ， （４）

其中 ∏ j 是系数矩阵 ，μ是截距项 ，εt 是零均值的白噪声过程 ，T为样本容量 ，下同 。

１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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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 ADF 统计量来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可由 AIC信息准则确定 。

由表 １的检验结果可知 ，TB 、Y d 、Y f 、REER 、FDI各变量的时间序列中都只存在一个单位根 ，说

明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因而 ，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

表 1 　 TB、Yd 、Y f 、REER和 FDI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检验统计量 ５％ 临界值

TB （C ，N ，０） － ２ i．６５６ ８ － ２ 排．９９８ １

Y d （C ，T ，０） － １ i．５６２ １ － ３ 排．６２２ ０

Y f （C ，N ，０） － １ i．５７４ ９ － ２ 排．９９８ １

REER （C ，T ，０） － １ i．６４６ ０ － ３ 排．６２２ ０

FDI （C ，T ，１） － ２ i．２０３ １ － ３ 排．６３２ ９

D（TB） （N ，N ，１） － ４ i．７８９ １ － １ 排．９５８ ０

D（Y d ） （C ，N ，０） － ５ i．４２１ ８ － ３ 排．００４ ９

D（Y f ） （N ，N ，１） － ３ i．１６１ ９ － ３ 排．０１２ ３

D（REER） （N ，N ，０） － ２ i．６１４ ４ － １ 排．９５７ ２

D（FDI） （C ，N ，１） － ３ i．２７７ ５ － ３ 排．０１２ ４

　 　 注 ：（１） 本文所有检验均使用 Eview s ５ ．０ 计量分析软件 。

（２） 检验形式（C ，T ，K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 、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N 指不包括 C 和 T 。

（３） D（）表示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 。

由于 TB 、Y d 、Y f 、REER 和 FDI 已判定为一阶单整过程 ，因此可以在 VAR 模型中使用
Johansen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首先需要确定 VAR模型的结构形式 ，设定其中

常数项和趋势项的位置 。从时序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出发 ，如果 Xt 不含非零的增长率 ，即没有线性

确定性趋势 ，表明常数项必须约束在协整空间内 ；如果 Xt 含有非零的增长率 ，则无需这一约束 ；当

Xt 不仅含有非零的增长率而且含有趋势项时 ，应将趋势项约束在协整空间内 ，否则意味着 Xt 包含

二次型趋势 ，即 Xt 是动态扩散的 ，这种情况在现实经济中几乎不会持续出现［２］
。为此 ，我们通过检

验以下三个依次包容的模型来确定最适合 VAR模型的形式 ：

模型 １ ：常数项约束在协整空间内 。

模型 ２ ：变量含有线性确定性趋势 ，即模型没有常数项的约束 。

模型 ３ ：变量不仅含有线性确定性趋势 ，而且含有趋势项 ，即模型没有常数项的约束 ，但趋

势项必须约束在协整空间内 。

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 ，确定协整检验中允许数据有线性趋势 ，协整分析含截距项 、无时间

趋势项 。然后确定 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 ，一般的方法是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 ，通过对应的

LM 值 、FPE值 、AIC值 、SC值 、HQ值等确定 。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 ，本文从最大滞后阶数k ＝ ３

开始 ，并根据以上信息准则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 ２ 。

根据表 ２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拟检验的变量之间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四个协整关系 。

标准化的协整估计方程为 ：

TB ＝ － ０ ．４８Y d ＋ １ ．１１Y f － ０ ．７４REER ＋ ０ ．２２FDI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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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为对应变量的标准差 ，下同 。

根据估计方程（５） ，贸易收支 TB 、国内收入 Y d 、外国收入 Y f 、实际有效汇率 REER和 FDI均
显著地进入协整方程 ，表明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外国收入和 FDI与贸易收
支呈正相关关系 ，国内收入和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呈负相关关系 。长期来看 ，FDI 每增长
１％ ，贸易收支盈余增加或赤字减少 ０ ．２２％ 。

表 2 　 TB、Yd 、Y f 、REER和 FDI的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H０ ） 备选假设（H１ ） 特征值 迹统计量 ５％ 临界值

r＝ ０
倡 r＝ １ v０ $．９９８ ７ ３３７ 破．６４３ ３ ６９ "．８１８ ９

r ≤ １ 倡 r＝ ２ v０ $．９９２ ６ １９８ 破．２７７ ７ ４７ "．８５６ １

r ≤ ２ 倡 r＝ ３ v０ $．９６２ １ ９５ 破．２２８ ７ ２９ "．７９７ １

r ≤ ３ r＝ ４ v０ $．７１４ ５ ２６ 破．４９８ ２ １５ "．４９４ ７

r ≤ ４ *r＝ ５ v０ $．００８ ２ ０ 破．１７３ ０ ３ "．８４１ ５

　 　 注 ： r代表协整向量个数 ，倡 表明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下同 。

２ ．贸易收支的方差分解

VAR模型中各个内生变量的各期方差或标准差是其自身扰动及系统内其他扰动共同作用的
结果 ，通过方差分解能将 VAR模型中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预测方差分解为各个变量随机冲击的
贡献度 。通过比较这些信息随时间的变化 ，就可以估计出各变量的作用程度 。对我国贸易收支的

方差分解结果如表 ３所示 ：

表 3 　贸易收支 TB的方差分解

时期 S ．E ． TB Y d Y f REER FDI
１ 挝０ 潩．０６４ ８９７ １８ V．３９０ ２９ １２ 後．８０５ ４５ １５ l．８０６ ９３ ４７  ．０１４９４ ５ T．９８２ ３９５

２ 挝０ 潩．０９０ ３４１ ９ (．４９０ ３６４ ４７ 後．７２９ ２９ ８ >．３４５ ２２６ ３０ 鼢．３８１ ７２ ４ T．０５３ ４０３

３ 挝０ 潩．１１０ ４１５ １０ V．２９２ ６８ ５５ 後．１１４ ６４ ６ >．１３２ ４２３ ２０ 鼢．６４９ ０３ ７ T．８１１ ２２６

４ 挝０ 潩．１１７ ０３８ ９ (．１７２ ０５３ ５４ 後．５４３ １３ ９ >．１４７ ０８９ １８ 鼢．９３４ ２４ ８ T．２０３ ４８８

５ 挝０ 潩．１２５ ５９９ ８ (．７２９ １８８ ５１ 後．６４８ ４６ ８ >．２４９ １７８ １８ 鼢．２１３ ７７ １３ 倐．１５９ ４１

６ 挝０ 潩．１３２ １４４ ７ (．９２２ ７３５ ４６ 後．６５９ ２７ ８ >．６５９ ６１８ １９ 鼢．９９４ ７２ １６ 倐．７６３ ６６

７ 挝０ 潩．１３３ ４９９ ７ (．８１４ ９５９ ４６ 後．９６０ ２１ ８ >．８３５ １５９ １９ 鼢．９６３ ６８ １６ 倐．４２５ ９９

８ 挝０ 潩．１３６ ２８８ ７ (．６２９ ２３１ ４６ 後．１４８ ９２ １０ l．９６１ １６ １９ 鼢．３７６ ５６ １５ 倐．８８４ １３

９ 挝０ 潩．１３７ ０４３ ７ (．５５４ ３４１ ４６ 後．５４７ ９３ １０ l．８６３ ６６ １９ 鼢．２５０ ８５ １５ 倐．７８３ ２２

１０ 邋０ 潩．１３９ ２３９ ７ (．４２４ ０９１ ４６ 後．５１０ ２５ １０ l．８９４ ８３ １９ 鼢．８５１ ９９ １５ 倐．３１８ ８３

表 ３显示 ，在贸易收支的波动中 ，国内收入的影响处于 １２ ．８％ — ５５ ．１％ 之间 ，且这一贡献度

基本稳定 ，贸易收支的波动 ５０％ 左右是由国内收入冲击所致 ，但有一年的滞后期 ；外国收入的影

响较小 ，当期达到了 １５ ．８％ ，而后减弱 ，基本处于 １０％ 左右 ；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当期达到

４７ ．０％ ，而后逐渐减小至 ２０％ 左右 ；FDI的影响处于 ４ ．１％ — １６ ．８％ 之间 ；贸易收支其余部分的

波动由自身波动解释 。可见 ，国内收入 、实际有效汇率和 FDI冲击均是影响我国贸易收支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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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 。

（四）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令 Y t 表示由 CA 、Y d 、Y f 、REER 、FDI构成的列向量 。建立 VAR模型为 ：

Y t ＝ ∑
p

j ＝ １
∏ j Y t－ j ＋ μ ＋ εt ， t ＝ １ ，２ ，⋯ ，T 。 （６）

１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如前文所示 ，Y d 、Y f 、REER和 FDI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在此对变量 CA 进行单位根检
验 ，检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 ：

表 4 　变量 CA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检验统计量 ５％ 临界值

CA （C ，N ，０） － ２ i．８１３ ９ － ２ 排．９９１ ９

D（CA） （N ，N ，５） － ３ i．９４５ ９ － １ 排．９６１ ４

由表 ４的检验结果可知 ，变量 CA 的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 ，因而 ，在此基础上可以检验 CA 、

Y d 、Y f 、REER 、FDI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

表 5 　 CA 、Yd 、Y f 、REER和 FDI的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零假设（H０ ） 备选假设（H１ ） 迹统计量 ５％ 临界值

０  ．９１８ ４ r＝ ０
倡 r＝ １ 殚１２０ 破．４８９ ０ ６０ "．０６１ ４

０  ．８２２ ２ r ≤ １
倡 r＝ ２ 殚６５ 破．３４１ ３ ４０ "．１７４ ９

０  ．５０４ ５ r ≤ ２
倡 r＝ ３ 殚２７ 破．３４１ ３ ２４ "．２７６ ０

０  ．４０８ ８ r ≤ ３ -r＝ ４ 殚１１ 破．８９４ ０ １２ "．３２０ ９

０  ．０１４ ９ r ≤ ４ -r＝ ５ 殚０ 破．３３１ ２ ４ "．１２９ ９

根据表 ５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拟检验的变量之间在 ５％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

标准化的协整估计方程为 ：

CA ＝ － ０ ．１４Y d ＋ ０ ．１６Y f － ０ ．３７REER ＋ ０ ．１８FDI 。 （７）

　 　 　 　 　 　 　 　 　 　 　 　 　 （０ ．０８）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根据估计方程（７） ，经常项目收支 CA 、国内收入Y d 、外国收入 Y f 、实际有效汇率 REER和 FDI均
显著地进入协整方程 ，表明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外国收入和 FDI与经常项目
收支呈正相关关系 ，国内收入和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呈负相关关系 。长期来看 ，FDI每增长 １％ ，

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增加或赤字减少 ０ ．１８％ 。与协整方程（５）相比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的正效应较贸
易收支小 ，反映出 FDI对收益账户的负向影响抵消了部分对贸易收支的正向作用 。

２ ．经常项目收支的方差分解

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如表 ６所示） ，在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波动中 ，国内

收入的影响处于 ４３ ．２％ — ６５ ．６％ 之间 ，是影响经常项目收支的最主要因素 ，可以解释当期经常项

目收支变动的 ６５ ．６％ ，随后降至 ４３％ 左右 ，并保持稳定 ；外国收入的影响处于 ６ ．１％ — １４ ．６％ 之

间 ；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大多处于 １７％ 左右 ；FDI的影响大多处于 １４％ 左右 ；其余部分的波动由自

身波动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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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经常项目收支 CA的方差分解

时期 S ．E ． CA Y d Y f REER FDI
１ [０ 殮．１１０ １７２ １０  ．０１１ ９１０ ６５ 亖．５８５ ７０ ６ 鞍．１３３ ５５４ １１ :．５２５ ３０ ６ i．７４３ ５３１

２ [０ 殮．１２７ ８０６ １０  ．０１８ ８２９ ４６ 亖．１６８ ２０ １３ 揶．１０４ ２４ １７ :．５３３ ９４ １３ 棗．１７４ ７９

３ [０ 殮．１３３ ３０７ １０  ．０２９ １４２ ４３ 亖．７９７ ７０ １４ 揶．５９５ ９０ １７ :．２３５ ２５ １４ 棗．３４２ ００

４ [０ 殮．１３４ ５０７ １０  ．１０１ ５４０ ４３ 亖．９７８ ６７ １４ 揶．６２０ ５２ １６ :．９６４ ８１ １４ 棗．３３４ ４５

５ [０ 殮．１３５ ０１９ １０  ．２０４ ９１９ ４３ 亖．８０９ ３９ １４ 揶．５１０ ０４ １７ :．２４７ ２７ １４ 棗．２２８ ３８

６ [０ 殮．１３５ ４０４ １０  ．２９７ ２７９ ４３ 亖．５２３ ８９ １４ 揶．４６９ ２９ １７ :．５５６ ９６ １４ 棗．１５２ ５８

７ [０ 殮．１３５ ６４３ １０  ．３６５ ０１６ ４３ 亖．３３５ ３１ １４ 揶．４７４ ５７ １７ :．７１７ ８２ １４ 棗．１０７ ２８

８ [０ 殮．１３５ ７６６ １０  ．４１１ ０３７ ４３ 亖．２４１ ８２ １４ 揶．４９５ ２４ １７ :．７６８ ０７ １４ 棗．０８３ ８４

９ [０ 殮．１３５ ８２７ １０  ．４４１ ８２３ ４３ 亖．１９９ ５６ １４ 揶．５１６ ０２ １７ :．７６９ ９１ １４ 棗．０７２ ６８

１０ r０ 殮．１３５ ８６３ １０  ．４６２ ８３１ ４３ 亖．１７８ ５０ １４ 揶．５３０ ６７ １７ :．７６０ ７４ １４ 棗．０６７ ２５

四 、结 　论

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对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

支的方差分解表明 ，FDI是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能够解释贸易收支波动

的 ４ ．１％ — １６ ．８％ ，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 １４％ 左右 。此外 ，FDI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是双向的 ：

一方面 ，FDI通过推动加工贸易等途径促进我国的贸易顺差 ，从而使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增加 ；另一

方面 ，FDI的利润汇回使得投资收益账户持续逆差 ，从而部分抵消了经常项目收支盈余 。

总体来看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仍将存在 。因此 ，我国在调整“双顺差”

国际收支结构时 ，应注意结合我国国情 ，统筹考虑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的转变 ，重点抓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１）调整引资政策 ，引导 FDI流入 。外资管理不仅要在数量上实现 ，更要采取切实措施对

质量水平进行细分 ，真正发挥 FDI的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作用 。应在对国内资金充分挖掘利用的基

础上 ，通过合理引进外资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 。 （２）鼓励对外投资 ，支持企业“走出去” 。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企业走出去 ，不仅可以获得汇回的红利 ，还可以降低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风险 ，

带动设备 、原材料出口 ，提供国际竞争力 ，改善经常项目收支 。 （３）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汇率

形成机制 。 随着外资数量的增多和我国技术的进步 ，外资对国内投资的替代效应会逐渐增

强 ，溢出效应逐渐减弱 ，而其中本国的金融发展在引资和发挥 FDI溢出效应方面又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因此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此外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稳定人民币汇率有助

于企业稳定商品价格 ，进行商务谈判和对外投资 ，实现外汇收支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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