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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期中国出口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刘文勇ａ，ｂ，任　罛ｂ

（黑龙江大学 ａ．生产力研究中心；ｂ．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后金融危机期以来的中国出口呈现了恢复性增长态势，继续着危机前的主要出口商品类别、目的
地、主导企业性质与贸易方式结构等，但东亚地区作为出口目的地的重要位置开始凸现，钢材与集装箱出口恢

复较慢，代工生产为主的电视机出口持续增长，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相对低端位置。受世界经济环境影响

的外需因素是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而通胀因素、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并不占据主导性，外

商投资额对出口的正面影响更是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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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外向型经济国家的出口一直以来是关乎到其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回首二战后的

拉美国家、亚洲的“四小龙”与“四小虎”等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起落，可以看到内需狭窄、出口导向的

经济增长方式会受到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环境

风云变幻的冲击性影响，导致萧条、衰落与倒退。

中国有着与其不同的国内市场和以投资为主导的

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如此，出口导向型发展还是为

国内经济３０余年稳定的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
出口贸易一直呈现连续增长态势，１９９４年以来的
净出口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年均９．１９％，拉动经
济增长年均１．１４个百分点。然而２００８年的金融
危机严重冲击了中国整体的出口行业，２００９年的
出口额较上年绝对下降２２９０．８８亿美元，净出口
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 －４０．６％，拉动 ＧＤＰ下

降了３．７个百分点。面对金融危机所引起的连锁
反应，欧债危机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正在深刻地

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新

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低碳与环保的“绿色主义”

壁垒被强化，中国必须坚决地由依赖外需的增长

方式向依靠内地市场发展的内需主导的增长方式

转变。２１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观下的“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等战略思维成为

近期内必须面对而且要加快进度的艰难转型任

务。由此，我们引申出的思考是：近３年来的中国
在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内的出口结构是否

发生了调整？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出口？针对

这影响因素应该如何调整？

　　一、后金融危机期内中国出口结构变
化分析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次年是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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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寒冬”，但其后的２０１０年又迅速回升，从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２０１０年基本上与
２００８年持平，在１０％左右，但是较危机爆发前的
２００７年相比则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左右。因此，
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出口正在从危机的阴影中

走出来。然而这个判断还需要建立在结构的分析

基础之上，下面我们分别从几个角度进行出口结

构变化形势的分析。

　　按照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分类的出口情况来
看，危机前后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国家和地区并

没有改变，年出口额超过千亿美元的主要还是欧

盟、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和东盟。而且，以２００９
年为分界，前后期的出口额无论是按照年份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统计结果（参见图１），还是按照可

比较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１—８月份统计结果（参
见图２）来看，中国分地区的出口的确表现出向好
的增长趋势。但是从危机前后时期对比上来看，

也有一些变化：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对东盟的出

口超过了对日本的出口，东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

第四大主要出口目的地。２０１０年中国对日出口是
１２１１．５７１亿美元，而对东盟出口则达到１３８２．９４５５
亿美元；印度超过了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七大主要出

口目的地。以上变化表明，后金融危机期内的中国

出口开始向东亚地区关注。这预示着自２０１０年１
月１日正式启动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初
见成效，这个包含１９亿人口、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
自由贸易区在２０１５年全面建成前，中国对这个地
区的出口还会有快速的增长空间。

图１　按主要出口目的地分类的出口额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图２　按主要目的地分类的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按照中国出口商品类别划分来看，年出口额超

过５００亿美元的主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

服装及衣着附件和手持无线电话机及其零件，年

出口额超过２００亿美元的是钢材、鞋类、集成电路

和家具及其零件；而且，总体趋势表现为出口在危

机后的快速恢复性增长。对比金融危机前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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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中国钢材的出口（２０１０年３６８．３亿美元）
在危机后尽管也呈现恢复增长，但没有恢复到危

机前的水平（２００７年４４１．７亿美元、２００８年６３４．９
亿美元）；彩色电视机的出口在２００９年并没有减
少，２００７年以来一直呈现出口额递增的局面，分别
是９０．１亿美元、１０５．６亿美元、１０７．４亿美元和
１４８．４亿美元；而集装箱出口情况同钢材出口一
样，２０１０年（７２．４亿美元）虽然出口有所恢复，但
是没有达到和超过 ２００７年（８８．６亿美元）、２００８
年（９１．０亿美元）水平，若从２０１１年１—８月份情
况与之前比较，情况有所改善，集装箱出口超过

２００７年来的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达到 ８３．１亿美
元。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

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全世界经济低迷，投资不足情

况导致全世界对钢材需求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最

近巴西淡水河谷等世界铁矿石供应商降价的信息

也表明这种情况；集装箱出口的下降也表明世界

贸易中的物流运输业复苏乏力，但２０１１年前８个

月的数据预示着未来可能的增长；多年来，由于受

制于技术瓶颈，中国彩色电视机企业主要靠 ＯＥＭ
（代工生产）出口的模式来维持着微薄的利润，所

以该行业的出口持续增长背后隐含着的是“低附

加值”。

　　按照企业性质划分的出口情况来看（参见图
３），企业出口呈现出以年初和年末为两端的抛物
线式的波浪式上升变化，但２００８年年末下降与上
年同期比较明显，致使整个２００９年基本维持甚至
低于了２００８年的增长情况。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
占据了主体地位，危机前大约是国有企业出口额

的３．１倍、集体及其他类型企业出口的２．２倍；危
机后的这一比值分别为３．６倍和为１．８４倍（参见图
４），这说明后金融危机时期，尽管三类型企业的排
序没有变化，但是从增速来看，集体及其他类型企

业出口增长最快，然后是外商投资企业，而国有企

业的出口增长缓慢与 ２００８年相比，没有明显
加快。

图３　按企业性质分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图４　分企业性质的出口额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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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贸易方式划分的出口情况表明（参见图
５），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所占比例较高，年出
口额均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除此之外的来料加工装
配贸易额年均也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进料加工和来
料加工装配贸易比重大于一般性贸易，这说明中

国的对外贸易还没有摆脱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

一补”对外贸易形式，其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

端位置说明了我们出口企业“调结构”的任务压力

很重。

图５　按贸易方式划分的主要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二、中国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学者针对这个问
题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如孙治宇（２０１０）以贸易
伙伴国收入水平、本国出口商品相对价格和人民

币汇率作为解释变量，估算了我国进口需求和出

口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

受到国外收入变化的影响较大而受出口品价格和

汇率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即影响我国出口贸易

的主要因素是世界经济的波动而非出口产品价格

的变化和汇率的波动［１］。张欢（２００９）将中国外
汇储备量、货币发行量、进口作为自变量，研究对

出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进口对出口具有明显的

拉动作用，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对出口有抑制作

用［２］。刘志彪、张杰（２００９）对江苏省３４２家本土
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的样本数据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规模与出口之间呈现出一

种较为显著（５％水平）且稳定的 Ｕ型非线性相关
关系；产业集群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起着相

当重要的促进作用；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和技术

创新这三个因素对中国本土制造业出口影响不显

著［３］。白红光、陈建国（２０１１），乔榛（２０１０）将
ＧＤＰ、总人口、工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和技术
进步作为解释变量，总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

研究得出结论，ＧＤＰ和劳动禀赋对出口有很大促
进作用；长期内，生产率和工资对出口的影响为负

面，而人力资本增加对出口有促进作用［４］［５］。

　　综上来看，以上学者关于影响出口因素的分
析可以基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于需求角度，

如贸易伙伴收入水平、汇率决定的相对价格等因

素决定了国外主体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一类

是来自供给角度，如增发货币、进口成本提升、工

资上涨等助推通胀引致生产成本上涨，国内企业

规模、投资、人力资本素质、技术水平、集聚化发展

等影响出口能力。综合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本

文的研究将汇集“供需”双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具体指标的选取见表１。

表１　影响中国出口的“供需双视角”因素

供需双视角因素 相关性含义

需求角度
世界市场贸易额水平（Ｘ１） 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引致中国企业出口需求变化

汇率水平（Ｘ２） 人民币汇率变化引致中国企业出口需求变化

供给角度

ＣＰＩ（Ｘ３） 国内价格水平变化影响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变化

工资水平（Ｘ４） 影响企业出口成本

外商直接投资 （Ｘ５） 反映占主导性质的企业投资水平对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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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指标的选取中，世界市场贸易额水平
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工资水平

来自《宏观经济景气月报》数据，其余指标均来自

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中国统计年鉴（挖掘

版）》数据，并且以上数据均采用季度数据的增长

速度，Ｘ３以２００７年１季度为基期折算后减１００。
　　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表２　各变量的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ＡＤＦ统计量 临界值
检验形式

（Ｃ，Ｔ，Ｋ）
结论

Ｙ
ΔＹ

－４．５５６５７
－４．５０７８０９

－３．９６３５
－２．７４１１

（Ｃ，Ｎ，１）
（Ｎ，Ｎ，０）

平稳

平稳

Ｘ１
ΔＸ１

－２．６６５４８３
－４．１２０２３３

－２．６７４５
－２．７４１１

（Ｃ，Ｎ，０）
（Ｎ，Ｎ，１）

非平稳

平稳

Ｘ２
ΔＸ２

－１．４７８４１２
－３．０７２３１９

－２．６７４５
－２．７４１１

（Ｃ，Ｎ，０）
（Ｎ，Ｎ，０）

非平稳

平稳

Ｘ３
ΔＸ３

－２．１６２０９
－２．３９６７６５

－３．３３９３
－１．９６５８

（Ｃ，Ｔ，２）
（Ｎ，Ｎ，０）

非平稳

平稳

Ｘ４
ΔＸ４

－５．１４２５１７
－６．８５００９３

－２．７２７５
－２．７４１１

（Ｎ，Ｎ，０）
（Ｎ，Ｎ，０）

平稳

平稳

Ｘ５
ΔＸ５

－５．６１７９９６
－８．３５２８５４

－２．７２７５
－２．７４１１

（Ｎ，Ｎ，０）
（Ｎ，Ｎ，０）

平稳

平稳

　　注：其中检验形式（Ｃ，Ｔ，Ｋ）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包括

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的阶数，Δ表示差分算子。还有，

，表示在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其中，

差分序列的滞后期采用ＡＩＣ准则。

　　以上数据为差分平稳的 Ｉ（１）序列，可以进行
协整检验。构建协整检验模型如下：

　　Ｙ＝ａ１ｘ１＋ａ２ｘ２＋ａ３ｘ３＋ａ４ｘ４＋ａ５ｘ５＋э （１）
　　其中，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为相关系数，э为残差项。
　　对（１）式进行协整检验，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分
析后的结果如表 ３所示，残差的 ＡＤＦ检验值表
明，在５％显著性水平下，（１）式中的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全球贸易增长１％引致中
国出口增长１．０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１％
引致中国出口下降１．２７％，ＣＰＩ增加１％引致的成
本上升导致出口下降 ０．７４％，劳动力成本上升
１％引致利润下降导致出口减少 ０．１２％，外商投
资增长１％有助于出口增长０．０２％。

结　论

　　综上所论：（１）后金融危机期以来的中国出
口一方面呈现了恢复性增长态势，继续着危机前

的主要出口商品类别、目的地、主导企业性质与贸

易方式结构等；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作为出口目的

地的重要位置开始凸现，而受世界经济景气度变

化影响较大的钢材与集装箱出口恢复较慢，代工

生产为主的电视机出口持续增长反映了海外企业

的销售能力，衬托出的是中国企业出口贸易中的

低端位置，集体、民营等性质的非国有企业出口在

危机后作出了快速调整，其增速快于外商投资企

业和国有企业，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出口结构调

整并不明显。

表３　（１）式的协整检验结果

拟合式（标准差），［ｔ检验值］
残差的ＡＤＦ值

（括号内是检验形式）
临界值

Ｙ＝１．０１ｘ１－１．２７ｘ２－０．７４ｘ３－０．１２ｘ４＋０．０２ｘ５＋２７．９８

（０．３３）（２．１１）（０．５２）（０．１５）（０．０９）（１３．０９）
［３．１０］［－２．５９］［－３．４１］［－２．８６］［２．１８］［２．１４］

－４．３５４７７３
（Ｎ，Ｎ，０）

－２．７２７５
－１．９６４２
－１．６２６９

　　（２）中国出口额变化主要受到人民币升值和

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影响，即外需因素的变化主导

了中国出口情况；通胀因素、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出

口的负面影响并不占据主导性，而外商投资额对

出口的正面影响更是微弱，即供给因素的变化对

中国出口的影响相对有限。

　　结合相关分析结论，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思维，中国在后金融危

机期内的出口结构优化调整思路应该如下：

　　首先，调整出口方向，继续维持欧美日等传统

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的同时，挖掘新的贸易区域，尤

其是关注建立在区域贸易一体化基础之上的东盟

地区。据测算，２０１５年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建成

后，其贸易额将占到世界贸易的１３％。

　　其次，减少初级产品出口的同时，需要更多关

注中间产品和“两头在外”、“大头（利润）在外”产

品的出口。钢材、集装箱等产品属于中间产品，而

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属于“两头在外”，

代工生产的电视机产品基本上是“大头在外”，这

类产品的出口不但无助于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

而且还成为其他国家贸易调查的对象。因此，鼓

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发展高附加值

·３１１·



产品出口具有多重意义。

　　再次，鼓励集体、民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发
展对外交流，扩大对外贸易势在必行。国有企业

固然重要，但是其发展速度比不上非公有制企业，

面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主体性，中国的出口产

业需要更多地体现民族产业的身影。

　　另外，考虑到中国出口基本上需要“看国际市
场风云变幻行事”，因此，建议人民币升值还需谨

慎对待，要知道２０世纪下半期以来“华盛顿共识”
下的金融深化理论及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是“败笔”不断的，在目前中国出口结构调整不明

显，而且“保增长与稳物价”压力明显的情况下，

积极推进出口结构调整的同时，防止出口额大幅

度回落也是“保增长与稳物价”的要求。

　　最后，提高劳动者报酬对于出口企业的成本
压力固然存在，但其影响相对而言并不是难以消

化的，相对于国外需求的影响因素比较，劳动力成

本上涨的影响有限，而且从十七大的“逐步提高居

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出发，这也是国内资

源、利益结构公平、优化配置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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