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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过去的30年都是不平凡的，因
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与世界最为重大的变革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的巨大
成就自不待言，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政治剧变后经济起伏震荡，西方世界经济在经历“滞涨”时代后
也演绎出一个全新的格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如期而遇，终于汇成了21
世纪初期人类经济文明最为壮观的历史画卷。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不断自觉地增加经济活动
中的世界元素的过程，那么2001年中国“人世”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元素增加之快则令各方或觉
惊喜、或言诧异、或感意外。中国在过去30年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
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我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包括经济增
长中日益趋紧的外部资源和市场约束、日益显现的内外部经济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贸易与金融、
货币乃至制度领域的全面协调需要等。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越来越趋向于选择理性的对话和跨制度的合
作，竭力在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形势中共同把握大的战略趋势。一些著名世界经济专家曾经
将中国和美国比喻为世界经济的“双引擎”；中国政府与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俄罗斯等大国
及国际社会的战略协调日益热络；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活动和能源、资源、商品市场合
作的规模及范围不断扩大。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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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效应及对策分析》内容简介：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高速
发展，贸易顺差连连攀升，2005年对外贸易顺差额突破1000亿美元，2006～2008年贸易顺差继续连创新
高。巨额对外贸易顺差带来一系列的内外部问题，如汇率升值压力、贸易摩擦、环境污染等，引起学
术界对贸易顺差认识的重新反思。贸易顺差是利是弊？是否还需要继续追求贸易顺差？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效应及对策分析》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试图对贸易顺差进行全方位的考
察，包括：（1）贸易顺差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形成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2）贸易顺
差的具体构成，包括国内地区构成、国外来源构成、商品构成、经营主体构成、贸易方式构成等，对
贸易顺差具体解构，归纳出贸易顺差的特点，为下文分析贸易顺差的经济效应奠定基础；（3）贸易
顺差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应？有哪些利弊？（4）贸易顺差是如何形成的？其具体成因有哪些？《我
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效应及对策分析》从供给和需求、制度变迁以及政策、统计等方面分析了贸易顺差
形成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主要因素和非主要因素；（5）贸易顺差的发展趋势如何？《我国对外
贸易顺差的效应及对策分析》从内外部因素分析了其未来的走势；（6）如何处理贸易顺差？《我国
对外贸易顺差的效应及对策分析》提出了处理贸易顺差的三个层次：适当控制顺差、优化顺差和积极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妥善利用顺差。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效应及对策分析》主要运用发展、辩证的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以及实证分
析和理论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理论意义在于推动相关国际贸易理论在中
国的实证运用并加以发展，其现实意义在于为我国如何对待和处理贸易顺差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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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前面提到的《解剖中国的出口增长》一文中，两位美国研究者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出口深度
和出口广度的增长，并将后者进一步分解为新产品创造率和老产品消失率之差。她们的结论是，中国
出口增长几乎完全源于已有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而来自于新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非常小。在133个非
经合组织国家中，中国出口广度的增长率只排在第100位。　　萨缪尔森在论及世纪之初国际经济的两
个核心问题时，首先讨论了竞争力和生产率之间的差别。他指出，竞争力指的是一国商品参与市场竞
争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而生产率则是每单位投人所获得的产出量。一个国家
出口竞争力的高低和它的生产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该国出口商品相对于
其他国家同类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时，该国的出口竞争力提高了。但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不一定源于生
产率的提高，也可以是源于倾销行为和汇率等其他因素。萨缪尔森对竞争力和生产率的区别对于正确
认识我国对外贸易的表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非常强大，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
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支撑的？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支撑，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还能持续多久？因此
，如何提高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技术含量应该是未来制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考虑要素。　　分析
我国顺差商品结构及其国际竞争力，可以发现：杂项制品以各种指标衡量其国际竞争力都较强，但产
业内贸易水平较低，而且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机电产品和有色金属产品的出口占世界份额较大，
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但竞争力仍然较弱；机电产品和轻纺、橡胶、矿冶产品竞争力呈上升趋势，轻
纺、橡胶、矿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于机电产品。那么，哪些产品未来可能成为我国的主要顺差商品
呢？这要结合我国的出口结构变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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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数据具有时效性，内容也不错。值得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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