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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泰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移出的产业,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工业的生产函数,经济实力逐年增强,制造业出口迅猛发展,在世界贸易中份额上升,从而导致

经常项目顺差, 引发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在今后甚至较长一段时期,泰国外汇储备还将处于

高水平并仍将继续增加, 这是泰国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其他发

展中经济体现在或者不久的将来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将要发生的现象 某种程度上

说,这是一条国际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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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石油

出口国的外汇储备普遍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

储备增长远快于发达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从 20世

纪 90年代初的 1 /3左右提高到超过 70%。东亚国

家和地区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外汇储备

的主要聚集区之一。 21世纪以来, 泰国逐步克服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汇储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表 1)。

表 1 1990 2007年泰国的外汇储备规模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外汇储备 9 311 12 085 14 554 17 530 19 786 23 857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外汇储备 25 864 19 045 20 194 24 630 24 509 25 741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外汇储备 27 982 27 568 31 228 35 334 43 304 53 859

注:单位为百万特别提款权 ( SDR s), 1U SD = SDR 0. 613 863( 2008 03 20)。

资料来源: IMF, IFS,截止到 2008年 3月 20日

根据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和运用状况,泰国外

汇储备已处于储备过剩的状态
[ 1]
。泰国过剩的外

汇储备,使其有可能在美元衰落中蒙受损失, 造成

较重管理压力等一系列问题。全球外汇储备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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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其

中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

不过,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将亚洲外汇

储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国外对亚洲外汇储

备高增长的研究较为深入,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构建计量模型。 Joshua A izenman和 N acy M arion

( 2002)建立了两个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

是远东最近的储备积累属于一种预警性储备持有。

Robert F lood和 Nacy M arion ( 2002)通过实证分析

表明, 缓冲存货模型在解释 1990年代储备持有上

的表现是混合的。Ha li Ed ison和 Em ily Conover

( 2003)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认为危机预防

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储备高增长的重要原因。近年

来,国内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东亚外汇储备激增问

题。目前,理论界对于泰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分

析经过梳理后, 主要有: 危机预防需求论 (泰国对

储备的管理格外重视,这种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外汇

储备数量增长的偏好上 )和国际收支盈余论 (泰国

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成为支撑其国际收支顺差的

主要因素 )。

危机预防需求论较好地阐述了为了预防金融

危机的发生,泰国经济体有追加外汇储备的需求。

不过, 如同主观意愿需要某种商品而没有支付能力

的需求不够成有效需求一样,主观上有增加外汇储

备的需求并不能够客观地解释泰国目前外汇储备

激增的原因。显而易见,危机预防需求论在解释泰

国目前外汇储备激增时犯了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

主义错误。在过去数年中,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尤

其泰国经济基本面已经改善。那么, 从实体经济的

角度切入,才有可能更客观解释泰国目前外汇储备

激增, 找到本质原因。近年来, 泰国国际收支持续

盈余, 这直接致使其外汇储备加速积累。可见, 国

际收支盈余论比较直接地挑明泰国目前外汇储备

激增的原因。

诚然,倘若没有国际收支盈余, 泰国外汇储备

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会出现目前外

汇储备激增的现象。那么,国际收支盈余论在解释

泰国目前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当中占有核心地位。

然而, 国际收支盈余论并未找出泰国目前外汇储备

激增的根源。进一步思考,泰国为什么会出现国际

收支的持续盈余? 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 从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泰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移出的产

业,经济实力开始增加,在世界贸易中份额上升, 出

口增长,经常项目顺差增多, 进而造成了国家外汇

储备的增长。

二、国际产业转移是泰国外汇储备激增

的根源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泰国认识并巧妙地利用

了全球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历史性机遇,将自身

经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功地获取了经济发展中

急需的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进入渠道等宝贵资

源,让泰国原来低效率的内向型产业迅速转变为具

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产业,而泰国低成本的

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也迅速转变为泰国出口产

品的竞争优势。可以这么说,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

移,泰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工业的生产函数。罗

伯特  索罗 ( Robert Solow )和爱德华  丹尼森

( Edw ard Den ison )等经济学家曾尝试用不同生产

函数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表明产出

的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带来

的,而国际产业转移对泰国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和资

本的增长均有促进作用:

首先, 泰国主动开创了一条提高技术的独特道

路,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通过与跨国公

司的合作, 不仅获得了大量的适宜技术, 而且充分

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国

际竞争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与跨国公司缔结

非股权联系成为泰国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重要

途径。

其次,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大量资源从

事竞争和价值增值活动, 不仅直接创造了就业机

会,并且通过产业链的前后向连锁及促进东道国经

济增长间接创造就业机会。泰国承接国际产业转

移后初期, 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位于泰

国的附属企业或分包商,泰国通过进入跨国公司全

球生产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其劳动力的利用。承接

国际产业转移后, 泰国不仅就业率提高了, 其劳动

者素质也逐渐提高了。与技术转让一样,跨国公司

所采用的组织与管理技能并不局限于跨国公司体

系自身,而且还通过各种联系扩散到泰国当地企业

和机构中去。跨国公司对泰国当地的员工培训也

是向当地转让技术和管理技能的主要渠道,国外附

属企业逐渐参与较高附加值和更为专业化的生产

活动, 从而需要更多的培训来提高当地人员的素

质。那么, 泰国劳动者素质就得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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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泰国利用外资规模也开始逐年加大。有

别于拉美国家利用外债的引资模式, 泰国选择了吸

引国际直接投资 ( FDI)的方式引进外资,利用外国

跨国公司来促进资本形成。这不仅解决了 !储蓄

的约束 ∀和 !外汇的约束∀, 而且成为泰国经济良性

发展的重要因素,造就了泰国经济发展出现与拉美

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景象。

(一 )大力引进外资,泰国振兴支柱产业

1. 大力吸引外资,贸易不断增长

为了吸引外资,泰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初设立

了挽仑工业区, 20世纪 70年代中又建立了叻甲挽

工业区、廉差挽工业区、北部工业区、挽蒲工业区、

纲瓦那空工业区。在税收优惠和自由的经济环境

中,泰国的外来投资增加很快。在外资的带动下,

泰国的经济在 20世纪 80年代的中后期经历了一

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制造业发展快于农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结构。泰国

充分利用外资,扩大贸易规模, 稳定外汇储备, 加快

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其出口导向工业发展战略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部分工业完成了由进口替代到

出口导向的转化。泰国的工业出口导向战略带动

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较为成功的。

据泰国海关统计,截至 2007年 12月底, 泰国

外债 603. 57亿美元, 外汇储备 689. 54亿美元, 对

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 2007年泰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3 152. 88亿美元, 较 2006年增

长 21. 6%。其中出口 1 635. 29亿美元, 增长

25. 2% ;进口 1 517. 59亿美元, 增长 18. 0% , 贸易

收支改善, 实现顺差 117. 71 亿 美元, 增 长

497. 9%。

在过去 40年来, 泰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 FDI)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尤其在 1995 2005

年期间, 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 年均增长率在

10%左右。其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投资

占较大比重,从 1990年的 52. 7%增加到 2000年的

62. 6% ,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领域。总的说来, 在

所有吸引外资的经济活动中,数量最大的是汽车配

件、汽车制造流水线和机动车制造业, 吸收外资逾

1 160亿泰铢。 20世纪 90年代至今,泰国外贸总

额从 700亿美元增长到 2006年的近 2 600亿美元,

年均增幅近 10%。泰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 125% ,

出口依存度为 63%。近年来, 泰国进口贸易增长

迅速, 各项经济指标良好 (表 2、表 3)。

表 2 2000 2008年泰国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GDP(十亿美元 ) 122. 73 115. 54 126. 88 142. 64 161. 35 176. 22 206. 26 219. 44 236. 59

GDP增长率 (% ) 4. 8 2. 2 5. 3 7. 1 6. 3 4. 5 5. 1 4. 8 4. 7

引进外资 (百万美元 ) 3 366 5 067 3 342 5 232 5 860 8 964 9 740 10 123 11 201

外汇储备 (百万美元 ) 31 933 32 350 38 042 40 965 48 498 50 502 65 147 68 954 70 142

资料来源:泰国中央银行

表 3 1999 2004年泰国主要经济指标 (% )

经济指标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商品出口贸易额增长率 7. 4 19. 5 - 7. 1 4. 8 18. 2 23. 0

商品进口贸易额增长率 16. 9 31. 3 - 3. 0 4. 6 17. 4 26. 9

国际经常收支差额 (相当于 GDP的比率 ) 10. 2 7. 6 5. 4 5. 5 5. 6 4. 5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书 ∃统计附表 ( 2005 )

根据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2007年

公布的数据, 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5. 0%, 经济增

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于出口的增长。泰国的就业

情况在 2006年得到持续改善。根据泰国统计局的

季度平均数据, 2006年就业人口比 2005年有一定

程度的增加。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后,泰国各产业

劳动人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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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7 2006年泰国各产业劳动力人数 (千人 )

资料来源: 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 NESDB)历年数据

2. 汽车产业全面兴起, 产业结构升级全面展开

在 1982 1986年的第五个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中,泰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经济增长, 而是着眼

于经济结构调整。首先除了继续发展出口工业之

外,注重发展重化工业 (主要是石油、天然气为主

的石化工业 )、机械工业等,以逐步减少原材料、中

间产品、生产设备的进口,开始向第二次进口替代

工业过渡。泰国三大产业稳步增长。尽管受到较

严重的洪灾影响, 2006年农业仍取得 4. 4%的增长

速度, 而制造业增长率则达到 5. 9%, 比 2005年略

有提高。其中资本及高科技产业受出口拉动影响,

增长 10. 0%,轻工业及原材料行业分别增长 4. 0%

和 2. 4% (图 2、图 3)。

图 2 1997 2006年泰国 GDP中的产出结构 (% )

资料来源: 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 NESDB)历年数据

图 3 1997 2006年泰国 GDP及各产业增长率 (% )

资料来源: 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 NESDB)历年数据

无论是为出口或是为当地的装配提供产品, 亚

洲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已经为零部件制造商们提

供了扩大生产的机遇。近年来,外国装配商在泰国

投资的目标是生产零部件和汽车以供国内销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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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把注意力集中在泰国是因为, 它是一个通过

FD I和从 MNCs尤其是日本公司那里获取技术, 使

本国工业发展起来的适当例子。与东亚 (不包括日

本 )汽车产业的比较表明,泰国是地区内继韩国和中

国后的第三大汽车生产国, 其汽车产业已发展到一

定程度,如今在装配商的亚洲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起,泰国经济增长, 由

此带来人们收入的增加,同时其汽车销售量也有巨

大的增幅。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不断下降的价格

及新车型的引入激励了市场扩张。这些变化是由

与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不断放松所推动的,包括降

低关税率及其撤除进入汽车产业的限制;这些变化

还由日益激烈的竞争所推动,装配商彼此竞争来确

保其在不断扩张的市场中的份额 (表 4)。正是在

这一时期福特和通用汽车为加强其亚洲战略的力

度而决定进入泰国市场。装配商的投资激励了零

部件生产商向泰国扩张, 这导致了东盟最大的汽车

产业群的形成。

表 4 2001年各国品牌在泰国所占比重

品牌
数目 (辆 )

国内销售 出口 总量

比重 ( % )

国内销售 出口 总量

日本 261 939 105 918 367 857 88. 2 60. 4 77. 9

美国 20 196 69 381 89 577 6. 8 39. 6 19. 0

欧洲 11 405 0 11 405 3. 8 0. 0 2. 4

韩国 1 936 0 1 936 0. 7 0. 0 0. 4

其它 1 576 0 1 576 0. 5 0. 0 0. 3

总计 297 052 175 299 472 351 100. 0 100. 0 100. 0

资料来源:泰国汽车协会及其它

2002 2005年, 泰国的汽车工业平均以 25%

的增长率快速成长。日前,泰国是东南亚最大的汽

车生产国,世界各大品牌都在这里建有生产基地,

虽然没有民族汽车品牌, 丝毫不损其 !东方底特

律 ∀的美名。

(二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后, 泰国外汇储备

激增

实际上,泰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之后, 不止

实现了经济增长,伴随着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升

级换代, 总体经济都发展起来了, 而其中历次国际

产业转移都重点表现在出口导向部门,其技术水平

逐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相应产品具有比

较优势, 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出口贸易

大大发展起来 (表 5)。

表 5 2001 2008年泰国对外贸易 (百万美元 )

时间 总额 同比 (% ) 出口 同比 (% ) 进口 同比 ( % ) 差额 同比 (% )

2001 126 861 - 2. 6 64 909 - 5. 3 61 952 0. 3 2 957 - 56. 4

2002 133 207 5. 0 68 594 5. 7 64 614 4. 3 3 980 34. 6

2003 155 949 17. 1 80 253 17. 0 75 679 17. 1 4 573 14. 9

2004 192 295 23. 3 97 098 21. 0 95 197 25. 8 1 901 - 58. 4

2005 227 961 18. 5 109 848 13. 1 118 112 24. 1 - 8 264 - 22. 6

2006 259 273 13. 7 130 621 18. 9 128 652 8. 9 1 969 - 11. 5

2007 315 288 21. 6 163 529 25. 2 151 759 18. 0 11 771 497. 9

2008 179 270 23. 2 88 563 18. 3 90 706 28. 5 - 2 143 443. 2

注: 2008年数据为上半年数据。

资料来源:泰国中央银行

依据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泰国承接国际产业

转移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会通过对外贸易乘数

促进其国民收入的加倍增长。而 FD I的涌入促进

了国内总投资增加,继而通过投资乘数将拉动经济

增长, 那么, 国民经济的不断增强又有利于吸引更

多的 FD I,引发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于是泰国

经济将形成一个循环。国际产业转移引发泰国贸

易增长,国际收支持续盈余, 继而导致其外汇储备

高增长。泰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国际收支盈余,

包括经常项目盈余以及资本项目盈余。近几年泰

国外汇储备成长强劲是国际收支盈余增加引起的,

而国际收支盈余的增加又是由于泰国在承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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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大量吸引 FD I所引起的经常项

目盈余以及资本项目盈余大幅增加引起的,所以国

际产业转移是泰国外汇储备增加的根源。

综上所述,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泰国从根

本上改变了传统工业的生产函数,资本、劳动与技

术进步均获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

部门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发展异常迅猛, 产业结

构逐渐升级,出口贸易兴旺发达,于是,泰国贸易顺

差逐年增加 (表 6、图 4)。另外伴随着 FD I持续涌

入,国际收支开始持续盈余,从而外汇储备不断增

长。所以, 国际产业转移才是泰国外汇储备激增的

根源, 下文第三部分将进行实证检验。

表 6 泰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 2000 200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经常账户盈余

( 10亿美元 )
9. 33 5. 11 4. 69 4. 78 2. 77 - 7. 8 3. 24

经常账户盈余

占 GDP的比重 (% )
7. 60 4. 40 3. 70 3. 40 1. 70 - 4. 5 1. 60

资料来源: IMF, WEO DATEBASE( OCTOBER, 2007 )

图 4 1997 2006年泰国经常项目差额、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 (百万美元 )

资料来源:泰国中央银行

三、实证检验

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使泰国制造业出口

迅猛发展, 从而导致经常项目顺差, 引发其外汇储

备迅速增长。实际上,近年来泰国货物出口不断增

长的原因来自国际产业转移, 下文将给出实证

检验。

(一 )变量与数据

国际产业转移进入泰国的主要载体是跨国公

司,主要渠道是外商直接投资,故本文用历年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代表国际产业转移。本文所使

用的样本取自 1998 2007年的年度数据 (图 5)。

在研究中, 用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 FDI)

和货物出口金额 ( EX)作为分析变量。

图 5 泰国 1998 2007年货物出口和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

资料来源:泰国中央银行历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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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单位根检验

在传统回归分析中,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可能

会产生 !伪回归问题 ∀,因此在计量分析时, 首先要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即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 ADF( Augment D ickey Fuller)单位根检验

方法检验 FD I、EX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见表 7。

表 7 泰国 FDI、EX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变量 ADF检验值
检验类型

( c, t, k )

临界值

( 1%显著水平 )

临界值

( 5%显著水平 )
结论

FD I 1. 1788 59 ( 0, 0, 1) - 2. 967 7 - 1. 989 0 不平稳

% FDI - 1. 139 490 ( 0, 0, 1) - 3. 050 7 - 1. 996 2 不平稳

% % FD I - 3. 171 4 ( 0, 0, 1) - 3. 125 190 - 2. 005 6 平稳

EX 1. 909 344 ( 0, 0, 1) - 2. 967 7 - 1. 989 0 不平稳

% EX 0. 385 969 ( 0, 0, 1) - 3. 050 7 - 1. 996 2 不平稳

% % EX - 3. 171 4 ( 0, 0, 1) - 2. 187 108 - 2. 005 6 平稳

由表 7可以看出,时间序列 FD I、EX经过二阶

差分平稳,可见是二阶单整序列。

(三 )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 FDI、EX是平稳的二阶单整序列, 故

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

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 ( Co in

tegrat ion)关系。本文使用 Johansen( 1995)多变量

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标准化

后相应的协整方程具体如下:

EX= 384. 053 441 + 9. 735 845 99 & FDI

( 4. 965 248) ( 7. 527 975) R
2
= 0.

876 296

对残差 e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8,

说明残差 e是一个平稳序列,可见 FD I与 EX之间

存在协整关系, 即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货

物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 8 泰国 FD I、EX的残差 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值
显著性水平

1% 5% 10%

T统计量 - 2. 967 7 - 2. 482 792 - 1. 989 0 - 1. 638 2

(四 )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与货物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

步验证。G ranger( 1969)和 S ims( 1970)提出的因果

关系检验为此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采用

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 FDI、EX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进行检验。考虑到 FD I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时

滞,我们对原序列进行了一阶差分,分别用 % FDI、

% EX表示,对 % EX采取滞后两期处理。G ranger

Sim s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泰国 FDI、EX的 G range r S im s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

变量
滞后期 零假设 F值 P值 结论

% FDI

% EX
2

% FDI不是% EX的 Granger原因

% EX不是% FDI的 Granger原因

0. 624 9

0. 323 8

0. 593 0

1. 680 6

% FD I是% EX的格兰杰原

因, % EX不是% FD I的格兰

杰原因

从表 9可以看出, 滞后期为 2期时, % FD I是

% EX的格兰杰原因, 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

推动了泰国货物出口快速发展,亦即国际产业转移

是泰国货物出口增加的原因,继而引发泰国贸易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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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与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总而言之, 国际产业转移

是泰国当前经常项目顺差的本质原因,引发泰国外

汇储备迅速增长。因此,国际产业转移是泰国外汇

储备迅猛增长的根源。

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今后甚至较长一段时期泰国外汇储备还将

处于高水平并仍将继续增加,这是泰国产业升级换

代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其他发展

中经济体现在或者不久的将来在承接国际产业转

移过程中将要发生的现象 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

一条国际经济规律。主张冷静、动态地全局把握本

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问题,切勿盲目采取短期措施人

为遏制外汇储备增长,现阶段要合理管理好外汇储

备。鉴于泰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机制, 还是应该尽快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让外汇储备逐渐回归理性规

模,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那么,通过探析泰国外汇储备增加的机制, 对

中国有何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逐渐成为

FD I全球集聚地之一, 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产

业,使中国制造业出口迅猛发展, 从而导致经常项

目顺差,间接引发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同时, 国

际产业转移通过 FDI的持续涌入促使资本和金融

项目顺差,直接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实际上, 近

年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的根本原因与泰国相

同 来自国际产业转移。因此,应该尽快实现中

国产业结构升级, 让外汇储备逐渐回归理性规模,

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一 )稳步实施 !一项政策 ∀和 !两个战略 ∀, 推
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一项政策即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要根据我国

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重点抓好高新技术产

品、软件和医药出口基地建设, 重点支持汽车及零

配件、船舶、铁路设备、通讯产品、生物医药等产品

出口, 加快形成高新技术产品带动机电产品出口、

机电产品出口带动外贸出口的格局。两个战略即

!品牌发展∀战略和 !走出去 ∀战略, 即积极支持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同时积极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

(二 )进一步完善外资、外贸政策, 提升经济

效益

在引进外资中要更加注重技术和知识含量, 改

进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体系, 彻底改变 !全民招商 ∀

的局面。鉴于目前跨国公司给我国带来的不容忽

视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严格控制引进可能对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的外商投资项目,敦促跨国公司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 构建质量效益导向的外贸考核体系

和调控体系,增强外贸发展的自主调控能力, 促使

外贸出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严格控制资源

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 防止调控效果出现

反弹。加快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步伐, 使出口价格

能真实反映产品的生产成本, 避免廉价资源的出

口,缓解国际收支失衡。为进口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和信息服务,鼓励扩大重大装备关键器件、先进技

术和设备及国内稀缺的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加强沟

通,争取发达国家放宽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

制政策。

(三 )优化服务产业结构, 推动服务业产业

升级

协调发展三大产业,尤其是抓好第三产业的发

展,扭转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实现服务业增长

方式由粗放型、外延型到集约型、内涵型的转变, 使

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收入的增长真正建

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而不是靠加大一般

劳动力的投入。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本的比较

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同时利用高新

技术, 鼓励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 重点

发展金融、保险和计算机信息等新兴服务行业, 提

升这些行业的竞争力,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结

构的优化。同时, 加强对优势行业的扶持, 制定相

关政策对我国国内需求较大但处于比较劣势的行

业加以保护,使其尽快发展并逐渐对外开放, 以促

进我国服务业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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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Analysis of Thailand∋ s Foreign exchange Deposit Grow th

PENG Fei ya
1
, L IU B ing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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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 chool of Comm erce, Hunan F oreign E conom ics Colleg e, Chang sha 410205; 2. S chool of Econom ics andM anag em ent,

Changsha Universi ty of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 ina )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a iland has accepted the industr ia l transfe r from deve loped countr ies, w hich basically change pro

duction function of trad itiona l industry, streng then its econom ic power and boom its m anufacturing export and upg rade its propo r

tion in the g loba l trade so that Tha iland∋ s regular item has surplus and fore ign exchange deposit rap id ly grow s. In a re la tive ly long

per iod, the fore ign currency reserve of Thailand w ill keep its high leve l and continue to grow, wh ich are the inev itab le develop

m enta l per io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 l upgrading and m eanwh ile, wh ich are the phenom enon wh ich othe r deve lop ing countries

currently or in the futu re w ill accept the in ternational industria l transfer. T o som e ex tent, this is an internationa l econom ic law.

Key words: Tha iland; in ternational industria l transfer; fo re ign exchange deposit; interna tiona l ba lance sur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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