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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贸易平衡的我国对外贸易地理分布研究
!

邓加宏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X#!!$

摘C要!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以来的巨额顺差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许多学者都对我国的贸易

平衡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主要是针对的是我国的总体情况和主要顺差地#缺少对我国贸易平衡

的全球地理分布的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贸易平衡的地理分布及成因#对贸易顺差与贸易

逆差来源地的现状与成因分别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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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自从有了对外贸易!贸易平衡问题一直是各

个国家在经济上关注的焦点" 从早期重商主义的

强调绝对贸易顺差!到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视长期

和总体的贸易顺差与允许一定时期&某些地区的

贸易逆差!再到后面的主张自由贸易!利用对外贸

易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 贸易平衡一直是每个

国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由于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贸易平衡已经不仅

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中间还掺杂了政治&生态等

一系列问题" 从 #FFX 年开始!我国的对外贸易由

长期的贸易逆差转为了贸易顺差!并逐年上升!其

数量之大与其发展趋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对外贸易表现出巨额贸易顺

差!但我国对世界不同地方的贸易有什么不同呢5

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与贸易逆差来源地在

地理分布上有没有什么规律5 带着这样的问题!

本文将从贸易平衡的角度对我国的贸易顺差来源

地与贸易逆差来源地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二$研究现状

贸易平衡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贸易进出口的

差额" 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为贸易顺差!反之为贸

易逆差"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贸易平

衡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此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中国贸

易平衡的特点和中国贸易失衡的效应!从国内需

求&国际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贸易结构&贸易政

策及贸易统计制度等视角揭示了中国贸易失衡的

原因!探索中国贸易平衡的路径选择"

目前研究中国贸易平衡的文献大致可以做以

下的归类#

#)关于中国贸易平衡的特点研究" 李石凯等

学者将我国的贸易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或几个周期

进行研究(张旭宏&刘晶等对我国的贸易结构特征

进行分析或就我国的贸易平衡走势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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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贸易失衡的效应研究" 龙玲&邓

立&邢丽荣等主要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大的方向

来分析贸易失衡对我国产生的效应!具体是从外

汇储备&就业&汇率&内外部需求&环境问题等角度

来分析贸易失衡对我国的影响"

E)关于我国贸易失衡原因的研究" 至于是什

么原因造成了我国的贸易失衡!宗建亮&成蓉&黄

瑞玲等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了许多的研究结论!

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比较优势&外商直

接投资&统计口径&人民币价值低估&贸易壁垒及

国内需求"

X)关于我国贸易平衡路径选择的研究" 扩大

内需被许多学者$艾华&王艳等%认为是解决我国

贸易平衡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人民币升值是削

减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基本方法" 另外!还有的

学者认为我国的贸易统计制度应该与国际接轨!

按照国际标准处理进出口问题及发展进口渠

道等.!/

"

总的来看!首先!目前的研究侧重于研究我国

贸易的总体情况!而较少将总体情况分解!从不同

地域研究我国的贸易(其次!目前较多的是研究我

国的贸易顺差问题!而缺少对我国的贸易逆差情

况的研究(再者!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研究我国与

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顺差" 所以有必要对我国

贸易平衡问题进行总体及分区域研究"

二%我国贸易平衡地理分布现状

"一$我国贸易平衡的总体情况

将世界分为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五大地区!得到 !""E 至 !""F 年!我国与这五大地

区的贸易平衡情况$如图 # 所示%"

从近 J 年的数据可以得出!我国对美洲和欧

洲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且美洲的顺差额最大!并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我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

自亚洲!至于大洋洲和非洲则存在少量的逆差额"

"二$我国与主要贸易逆差地的贸易平衡

情况

从以上的图表可以看出!我国最大的贸易逆

差来源地区是亚洲!现将亚洲的贸易平衡情况作

图如图 !"

图 #C!""X&!""F 年我国与世界五大地区的

贸易平衡情况"单位!亿美元$

!

图 !C!""X&!""F 年我国在亚洲贸易

平衡分布情况"单位!亿美元$

"

如上图所示!可以将亚洲非为几大部分!而我

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东北亚!从图中的

趋势看其总额逐年增加(对东盟也存在着少量贸

易逆差但额度逐年下降" 唯一不同的是!对南亚

及西亚存在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顺差"

"三$我国与主要贸易顺差地的贸易平衡

情况

我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地在美洲!而美洲地区

可分为北美洲及拉丁美洲!事实上我国在该洲主

要的贸易顺差来自于北美几个国家!将我国近几

年与北美主要几个贸易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列表

如下$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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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根据国别进行整理#显示的是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至于地区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不在此列$ 所有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别报告!3((T)HH'+,.(-9-8T+-()b+1'+b)4+>)'.H:81/,0()/<T"$

以上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3((T)HH\\\)b+1'+b)4+>)'.H"里的相关项目整理计算而得$



表 #C!""X&!""F 年我国与北美洲主要贸易国家贸易平衡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 !""X !""% !""G !""J !""$ !""F

美国 # %E#)!J # F"")!! ! E!%)$F ! %G!)"J ! GGE)EE # XEE)JE

加拿大 #E%)#! #$%)J" !EG)$E !GF)$$ E"")!F %G)XF

墨西哥 #EG)G% #GX)FJ !!J)%" !J$)%# E!J)"J $X)#J

CC注#以上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3((T#HH\\\)b+1'+b)4+>)'.H%里的相关项目整理而得

CC虽说我国与北美地区存在着最大的贸易顺

差!但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其实我国对该地区的

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美国" 忽略受全球金融危机

的影响!我国对该地区的贸易顺差呈逐年稳定上

升的趋势"

"四$小结

按各洲的国别进行区分!列表如表 !#

表 !C我国分国别的贸易平衡情况简表

主要顺差国家或地区 主要逆差国家或地区

亚洲

东北亚 朝鲜等 日本&韩国&蒙古等

东盟
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越南等
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

南亚&

西亚

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土

耳其&斯里兰卡
伊朗等

非洲

尼日利亚&埃及&阿尔及利

亚&贝宁&摩洛哥&坦桑尼

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

安哥拉&苏丹&刚果&利比亚&

南非&赞比亚等

欧洲 欧盟&独联体&俄罗斯等 66

美洲

北美洲 美国&加拿大等 66

拉丁美洲
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秘鲁&墨西哥等
智利&阿根廷等

大洋洲 新西兰等 澳大利亚等

CC表 ! 所列的国家是我国在各洲所进行贸易的

主要国家或地区!根据表中情况大致可以得出如

下结论#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我国的贸易逆差的

主要对象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而对于欧洲及

美洲!情况则相反!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家是发达

国家"

综合以上的数据可以得知!在我国对外的贸

易平衡中!我国的贸易顺差&逆差的分布存在着地

理位置上的区别" 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于我国的

周边地区!其中以东北亚为最" 对非洲和大洋洲

也存在着一定的贸易逆差!但其额度不是很大"

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洲&欧洲地区发达国

家!而其中以美国的顺差额为最" 而顺差来源地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地区内发达国家比较

多!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里!而且

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比较强大"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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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贸易平衡地理分布的原因分析

分析我国近十年的对外贸易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一直呈现巨大顺差现象!且

差额逐年增加" 从 !""" 年的 !X# 亿美元到 !""$

年的 ! F$# 亿美元!F 年间其额度增加了近 #" 倍"

!""F 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有所下

滑!各国对外贸易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我国对外

贸易仍存在近 ! """ 亿美元的顺差"

"一$我国贸易失衡原因简析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的全球

化流动加快!跨国投资盛行!产业内贸易相应发

展" 中国作为在劳动&土地及不可再生资源上具

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国家之一!自然受到世界上进

行海外投资的母国青睐" 它们在中国进行投资设

厂!将中国作为零部件的加工地!自然使得中国的

对外出口相应增加(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

邻国韩国&日本等已在工业化生产上取得了较大

发展!在其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及调整过程中!将

一些加工&组装工序等转移至我国!其相应的出口

也转至我国(再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

于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在鼓励+走出去,与+引进

来,的政策引导下!我国对引进外资及发展出口

更加关注(最后!各国统计口径的差别也确实导致

了贸易差额的夸大或缩小" 总之!前三个原因对

我国出口的增加起到了绝对的推动作用!对我国

贸易顺差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二$我国贸易逆差地分布成因分析

#)利用外资的诱发效应" 一般情况下!零部

件的生产过程具有较高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

型特点!而组装及加工过程则具有较高的劳动密

集型特点" 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劳动&土

地及不可再生资源方面具有要素禀赋的优势!而

韩国&日本等国家则在资本与技术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 韩&日等国家实现工业化较早!产业结构也

比我国先进!它们在我国进行大量投资&设厂!从

而将其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的工序转移至

我国" 从而出现+出口诱发效应,

.E/

!投资母国对

我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所以我国从这些国家

的进口量大增"

!)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在 !" 世纪 $" 年

代!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

升级!其将本国已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或高

污染等产业转移出去(而在这段期间!由于我国的

经济发展政策作用!引进了大批这样的企业" 而

在这些企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是来料加工企

业!所以!我国对周边国家的产品进口量会相应

增加"

E)地缘及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 我国与亚洲

周边国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生活习惯&文化

风俗等还是有着类似的方面" 根据林德尔的需求

偏好理论!文化风俗及生活饮食习惯的相似性会

增加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量" 另外!由于地理

位置上的邻近!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加便利!运输成

本相对于其他洲的国家来说更加便宜!所以更加

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 这种地缘关系不

仅促进了贸易量的增加!贸易的品种也得到了

增加"

X)中国经济地位及政治因素的推动"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亚洲的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 我国经济在亚洲地区

的发展使得周边国家与我国之间的贸易依赖度不

断增强!我国经济的辐射作用在不断扩大.X/

" 另

外!在我国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使我国有能力对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援助"

"三$我国贸易顺差地分布成因分析

#)我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发展" 分析近几年我

国对欧美出口产品的结构可以发现!处在出口前

列的依次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

及杂项制品" 而这些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恰好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较强的

比较优势" 我国劳动力数量多!相对而言工资低

廉!而这些又导致这些产品的成本降低!及销售价

格也相应降低" 这就使我国的这类产品在美欧等

市场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市场占有率增大!从而

出口增加"

!)我国内需相对不足" 我国国内的储蓄水平

处于世界前列!但国民的消费水平有限" 在全国

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国内供给过剩的商品只

能另寻出路(另外!国家鼓励出口!我国经济发展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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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贸依存度较高" 而欧洲与美洲是世界上发达

国家比较集中的地区!人民的消费率较高!国内需

求旺盛" 所以!我国大部分的产品向欧美市场出

口" 事实上!欧美也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之一"

E)国际分工的发展" 生产的国际分工已经由

以前的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

易" 其分工越来越细化!各道工序也越来越朝着

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集中" 由于我国具有劳动力

等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外资涌入我国!许多

外商将中国当作了他们的加工厂和后勤部门!我

国在生产加工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促使大量外商

直接到我国投资设厂生产加工产品并进行出口贸

易.%/

" 正如前面部分所说!我国周边国家将部分

产业转移到我国!从而使得本来由他们国家出口

的部分转移至我国" 原先由他们对欧美地区的贸

易顺差现在转为了我国对欧美地区的贸易顺差"

另外!欧美国家或地区在我国加工返销的现象也

使得我国出口的数值有所增加"

X)出口限制政策的制约" 出于对本国技术的

安全考虑!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限制其某些产品对

我国的出口!以防止技术外溢到我国" 而这些具

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往往是高附加值产品!限

制措施使得欧美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方面的比

较优势在与我国贸易的过程中无法正常发挥.G/

!

这也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

"四$小结

造成我国贸易平衡的地理分布现状有我国自

身的原因!如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我国消费者的

消费需求及我国具有的比较优势等(也有一些外

部因素在起作用!如地理位置&国际分工的发展&

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我国贸易地位的认识等" 另

外!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我国的对外政治关系也是影

响我国对外贸易平衡地理分布的一个因素"

四%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就我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目前

的状况还是比较合理的" 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

绝大部分集中在欧美两大洲!其需求旺盛!拥有技

术与资本的优势!加强与其贸易往来有利于我国

经济的发展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得到

技术与资本外溢的效应" 而对非洲及周边发展相

对落后国家的逆差则有利于发展我国与第三世界

的政治关系!同时!这些国家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富

裕!增加从其进口量有利于我国的长期战略发展"

就整个产业链来看!我国则基本上处于产业

链的加工&装配环节" 从这个方面来看!还是比较

适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及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

势" 我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在促进我国经济发

展&解决就业问题及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但从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巨额的贸

易顺差不一定是件好事!虽然我国拥有大量跨国

公司!但我国却无法掌握其关键技术的研发生产

能力!整个产业链的绝大部分利润仍由国外公司

获得"

"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

巨额的贸易顺差固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社

会的稳定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对我国

的对外贸易顺差产品结构进行调整!这种积极作

用在长期内会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在以后我国

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应注意以下几点#

#)注意长期发展战略" 我国对于出口产品应

进行分类!对于有关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不可再

生能源及产品等应留有余量!减少出口" 加强与

出口上述类别资源&能源及产品的国家的经贸往

来!增加相应资源的进口"

!)维持与欧美国家的良好关系" 欧美市场是

我国企业出口的两大重要市场" 我国应继续维持

与这些地区国家的经贸与政治关系!给我国的出

口企业营造一个顺畅的销售环境!继续增大出口!

发展我国经济"

E)继续加强与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联系" 我

国在今后的对外贸易发展中应继续加强与欠发达

地区的经贸往来与经济援助" 这一方面有利于我

国资本扩张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持

我国的大国形象!维持良好的政治关系"

X)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现状" 我国应该重视

维护好与贸易顺差地的关系!减少因贸易摩擦所

带来的损失" 在以往的由政府参与对外贸易交涉

%!

第 % 期CCCCCCCCCCCCC邓加宏)基于贸易平衡的我国对外贸易地理分布研究



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委员会&工会等社会团体参与

国外的贸易关系洽谈等" 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

构!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由以往出口产品的量

上优势转为质上优势" 另外!要解决我国的内需

不足问题!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我国经济发展对

外贸的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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