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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美国出口贸易

剧增的原因分析

张建清

　　90 年代以来, 美国出口贸易获得了迅猛的增长,

其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加强, 从而成为
近些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可
以从两方面考察这一变化: 首先, 出口贸易增长迅
速。 1990 年至 1996 年间, 美国商品与劳务出口由
6 970亿美元猛增至 10324 亿美元, 1996 年比 1990

年净增长 48% ①; 其次, 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导致美
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出口占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90 年仅为 9% , 而 1996

年达到 1117% ②, 7 年间提高了 217 个百分点。由于
美国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存程度较大幅度地提高,

出口贸易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重要
支柱, 出口贸易因而也成为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热点
问题。我们将从下述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90 年代美国
出口贸易迅猛扩张的背景。

　　一、90 年代美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高
　　　　为出口急剧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下称战后) 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 美国凭借战争期间急剧膨胀起来的经济
实力, 大肆进行对外商品输出, 并积累了巨额的贸易
顺差。但是步入 70 年代, 情况却发生了不利于美国
对外贸易的变化, 1971 年美国出现了自 1893 年以来
首次的贸易逆差, 其后基本上是连年逆差, 在 80 年

代, 美国外贸逆差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在高水平上年
年高速递增。70 年代至 80 年代美国外贸逆差不断扩
大, 症结在于美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不断下降。70 年
代以来, 随着西欧国家、日本等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日益与美国相接近, 其外贸竞争力也
不断增强。美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在外贸领域里的
表现是: 一方面, 美国对外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
额不断下降, 而西欧、日本等国所占份额不断上升。
1950 年美国商品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为
1813% , 1970 年降为 1512% , 1980 年和 1989 年又进
一步降为 1113% 和 12%。而同期, 联邦德国所占比
重却由 0136% 分别升至 1214%、1919% 和 1119% ,

其中 1986、1987 和 1988 年超过了美国, 成为世界上
的第一出口大国。同一时期, 日本所占比重也由
0115% 分别升至 619%、617% 和 910% ③。另一方面,

实力不断增强的西欧、日本等国的企业, 在不断蚕食
传统上由美国企业所占领的世界市场的同时, 还大
举向美国市场渗透。自 70 年代以来, 外国产品从服
装到汽车、从钢铁产品到家用电器, 从鞋类到半导体
都大量冲击美国市场。

日益严峻的国内外竞争形势, 迫使美国企业采
取积极的对策, 通过加大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 不
断研制新产品并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恢复和提高
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详情见表 1。

　　　表 1　 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情况

年
份

项

目

按现值计算 (10 亿美元) 按 1987 年不变价格计算 年增长率

总　额
与国防
相关投资

其　它
总额

(10 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 (% )

按现值
计算 (% )

按不变价格
计算 (% )

1990 15114 4417 10617 13410 217 715 312

1991 16010 4310 11710 13613 218 517 117

1992 16414 4213 12211 13612 217 218 - 011

1993 16510 4218 12213 13318 216 014 - 118

1994 16811 4017 12714 13315 215 118 - 012

1995 17816 4119 13617 13914 215 612 414

1996 18413 4013 14410 14019 265 312 111

　　　资料来源: 美国统计局: 《美国统计摘要》, 603 页,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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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 90 年代美国研究与开

发投资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显著的变化。第一, 从绝

对量上看, 有较大幅度提高, 1990 年至 1996 年期间,

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总额由 1514 亿美元增至 1843

亿美元, 增幅为 2117% ; 第二, 从增长速度上看, 按

现值计算的年增长率除 1993 年增幅较小外, 其它年

份都有较快增长, 其中尤以 1991 年和 1995 年最为

明显, 增幅都在 517% 以上; 第三, 从研究与开发投

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 基本上都在 215% 以

上, 1990 年、1991 年和 1992 年分别达到 217% 以上;

第四, 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分在研究与开发总投资

中所占比重下降, 绝对量从 1990 年的 447 亿降到了

1996 年的 403 亿, 所占比重由 1990 年的 27% 降为

1996 年的 2118% , 它反映出, 随着冷战的结束, 经

济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旋律, 美国经济的重心

也日益由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转化。

进入 90 年代,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 高科

技产业特别是以计算机及应用软件、通讯等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

力, 所以美国企业界在这些部门投入巨资来开发和

研制新的产品。1990 年美国信息产业投资首次超过

对其它产业的投资, 1996 年该产业投资更为其它工

业设备投资的 116 倍, 已占美国企业固定投资总额

的 3517% , 占世界同类投资总额的 40%。④

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美国政府, 特别是克林顿

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帮助美国企业提高国

际竞争力, 其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 增加政府

对教育和科技开发的投资, 从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

创新等方面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90 年代, 美

国政府为削减庞大的财政赤字, 大幅削减联邦政府

的各项支出, 但同期联邦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

不仅没有削减, 反而有所增长, 从 1990 年的 158 亿

美元增至 1996 年的 162 亿美元; 其二, 实行产业倾

斜政策, 即美国政府选择和确定一些对未来美国国

际竞争地位有重大影响的高技术产业 (如信息产业)

给予扶持与鼓励, 从而加强美国在高技术产业的竞

争优势。

在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美国恢复了

在许多高科技领域, 尤其是在信息产业中所占有的

优势地位。据法国科技观察所 1997 年底发表的一份

报告表明: 美国在关键性科技领域所拥有的专利数

目占世界总量的 4318% , 而西欧和日本分别只占

36% 和 13%。在计算机、电子元件、医药和生物技术

等领域, 美国专利所占比重分别为 6713%、4311%、

5918% 和 5111% , 而西欧在以上领域所占比重仅为

1915%、2818%、2514%、2917%。⑤日本一些经济学

家认为, 在信息产业, 日本比美国落后 10 年, 西欧

同美国的差距还要大些。⑥在当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情

况下, 决定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其科技含

量, 在国际商品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各国科技水平

的竞争, 而 90 年代美国恢复和巩固了其在高科技领

域, 尤其是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优势, 从而为其出口增

长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优势的加

强, 还有助于其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与改造, 从而为

传统产业注入活力。使这些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得以加强。下面我们将分别从几个方面具体考察 90

年代美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第一, 商品对外竞争力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 美

国劳动生产率 80 年代以来不断提高, 单位劳动成本

下降。详情见表 2。

表 2　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有关指数变化

(以 1992 年为 100)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法国 联邦德国 英国

每小时产出

1980 7119 7815 6319 7015 7710 5419

1985 8717 9411 7713 8318 8816 7119

1990 9717 9518 9514 9911 9812 9011

1993 10116 10117 10015 10118 10017 10515

1994 10518 10612 10112 11014 10713 10817

1995 10914 10713 10710 11317 11016 10719

单位劳动成本

1980 7716 6611 5115 7317 6010 8113

1985 8518 7011 4919 5119 4119 5612

1990 9311 9816 8311 9011 8716 9315

1993 10018 9211 11818 9511 9914 8519

1994 9914 8511 13110 9118 9917 8717

1995 9916 8512 13911 10018 11419 9119

　　　资料来源: 美国统计局:《美国统计摘要》, 第 848 页,

1997 年。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 90 年代美国的产出效

率在不断提高, 在 1990 年至 1995 年期间每小时产

出增加了 117 个百分点, 与其它国家相比, 仅次于法

国、德国, 从总体上而言, 产出效率较加拿大、日本、

英国为高; 另一方面, 美国单位劳动成本却呈下降趋

势, 如 1995 年较之 1992 年下降了 014 个百分点, 而

其它国家, 除加拿大外, 单位劳动成本基本上都呈上

升趋势, 尤其是日本, 从 1992 年至 1995 年间, 其单

位劳动成本迅速增加了 3911 个百分点。综合而言,

美国在提高产出效率的同时, 又有效地抑制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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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升, 从而使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很大的

提高。

第二, 在美国对外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 出口的

单位价值却在不断提高, 详情见表 3。

表 3　主要发达国家出口单位价值变化情况

　 (换算成美元的单位价值指数, 1990 年为 100)

年　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发达国家 10117 9615 9918 11011 10912

美　国 10110 10114 10316 10818 10914

加拿大 9513 9414 9416 10112 10413

日　本 11410 12415 13411 14418 不详

法　国 9916 9011 9813 11111 10812

德　国 10211 92 9219 10716 不详

英　国 10118 9716 10115 11116 11211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第 66

页, 1997 年 10 月。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 90 年代美国出口单位

价值指数在稳步提高, 1996 年与 1990 年相比出口单

位价值提高了 914 个百分点。与其它国家相比, 美国

在多数年份都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三, 从某些行业考察, 美国的竞争优势也在不

断加强。如 1994 年, 美国汽车产量首次超过日本, 从

而自 70 年代以来首次恢复了在世界汽车生产中的

领导地位。在半导体行业, 1993 年美国从日本手中重

新夺回了世界半导体市场的第一把交椅, 当年美国

半导体销售额占世界市场的 44% , 而日本仅为

41%。

正是以上因素支撑了 90 年代美国对外贸易实

力的增强, 以此为基础, 美国对外出口获得迅猛增

长, 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出口在世界市场所占有的

份额。1990 年至 1996 年间, 美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

所占比重由 1115% 升至 1118% , 而同期联邦德国却

由 1119% 降 至 919% , 日 本 也 由 814% 降 为

718%。⑦

二、美国外贸政策的调整

在战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一直奉行自由

放任的对外贸易政策, 既不特别鼓励本国商品对外

出口, 也不对外国商品设置更多的进口限制, 这当然

是以其雄厚的竞争实力为基础的。但随着 70 年代以

来, 美国对外竞争实力的削弱, 进入 80 年代, 美国

政府对对外贸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 在出口方面其

措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 通过实施“国家

出口战略”, 扶持和鼓励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对外出

口; 另一方面, 以推行“公平贸易政策”为巾晃子, 向

别国施加压力, 要求其它国家对美国商品与服务开

放市场, 以下我们逐条分析这些举措对扩大美国出

口的影响。

11 实施“国家出口战略”

1993 年 9 月, 克林顿政府推出了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系统的贸易综合改革方案, 即“国家出口战

略” (N ational Expo rt Stategy, N ES) , 它主要包含

下述几方面内容:

(1) 积极加强政府对外贸的干预。克林顿政府专

门成立了推动出口的政府机构, 即“贸易促进协调委

员会” ( the T rade P romo tion Coo rdinat ing Comm it2
tee, T PCC) , 这个由 17 个部门组成的机构, 由商务

部长负责, 旨在确保各机构相互配合, 为美国企业扩

大出口服务。

(2) 开拓新兴市场。根据调查美国商务部把世界

上增长最快, 市场潜力最大的 10 个国家和地区评为

“新兴大市场” (T he B ig Em erging M arkets,

BEM s) , 这些市场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中国

经济区、印度、印尼、韩国、波兰、土耳其、南非。

据调查, 这些“新兴大市场”国家在 90 年代, 其进

口的增长, 远较发达国家高, 更是其它发展中国家进

口总量的一倍以上, 并且在未来市场潜力要远远大

于其它国家, 据预测, 到 2010 年, “新兴大市场”国

家将占世界总进口的 1ö4 以上。“国家出口战略”即

抓住这一机遇, 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美国商品与服务

在这些“新兴市场”的竞争力。

(3) 放松出口管制。战后, 美国的出口体制始终

围绕“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 对共产党国家进行

管制, 同时对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更为严格。随着冷

战格局的结束, 克林顿政府认识到, 过严的出口管制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出口厂商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主张在不危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 大幅度

削减多项出口管制, 放宽了对科技产品, 尤其是计算

机与电讯设备的出口限制。例如, 1995 年 10 月 6 日,

克林顿提出在其后的几年中, 性能高达每秒 7 000 百

万理论运算次数的计算机将可以进行大量的公开交

易; 再如对中国、前苏东国家等出口最高达每秒

2 000百万理论运算次数的计算机, 只需一般出口许

可证即可。这一切措施都大大增强了美国商品的出

口能力, 尤其是极大地促进了与出口管制放松相关

的部门, 如计算机、电讯产品的出口的增加。

(4) 强化对出口厂商的信息服务。“国家出口战

略”突出了信息对于出口的作用,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向全社会提供充分、迅速、便利的信息服务, 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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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计算机网络技术, 建立终端遍布全国的“全国贸

易数据库”(N ational T rade D ata Bank) , 用户可以免

费上机查询, 可通过该数据库及时查到最新的国内

外市场信息和政府贸易计划信息, 这无疑有利于美

国厂商敏锐把握国内外最有利的商业机会。

(5) 加强出口融资服务。长期以来, 美国出口厂

商抱怨由于政府不能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出口融资服

务, 很多出口机会拱手让西欧、日本等竞争对手抢

去,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项目, 如通讯、电力、运输领

域的国际招标中, 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国

家出口战略”即针对此症,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对

出口的融资服务。如联邦政府每年增拨专款 115 亿

美元, 用于对进出口银行的贴息作为大型项目的出

口援助基金。此外, 美国政府还尽力采取措施协助本

国企业获得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

洲开发银行及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

(6) 加强对中小企业出口的扶持与鼓励。“国家

出口战略”对中小企业的出口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美

国, 雇佣人数在 500 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吸纳了美国

一半以上的劳动力, 这些中小企业在美国国民生产

总值和销售额中所占比重也超过 50% , 1994 年中小

企业出口占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 1ö3 以上。⑧“国家

出口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出口的措施,

如统一管理进出口银行、中小企业管理局的流动资

金项目, 把进出口银行的保险数额从 200 万美元提

高到 300 万美元, 增加给予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数

量。另外, 还设立许多“出口援助中心”(Expo rt A s2
sistance Cen ters, EA C) , 对中小企业提供有关出口

信息和融资方面的服务。

以上各项措施实施几年来, 已收到明显成效, 使

美国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强了竞争实

力, 有利于增强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带动了

美国出口的迅速发展。

21 积极推动多元贸易谈判, 打开其它国家市场

为进一步打开国外市场, 对付外国的所谓“不公

平竞争”, 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多头出击的贸易策略,

同时利用多边贸易谈判、区域性贸易机制、双边贸易

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借助贸易自由化为美

国商品出口打开方便之门。

(1) 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90 年代以来, 美国

积 极利用关贸总协定 (GA T T ) 和世界贸易组织

(W TO ) 的多边谈判机制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

自由化, 从而推动美国对外出口的增长。

战后, 美国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在服务贸易

领域美国长期占有优势地位。70 年代以来, 在美国商

品贸易存在巨大逆差的同时, 服务贸易却有巨大顺

差, 它已成为减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平衡美国商品

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 美国长期以

来一直寻求制订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规范, 以实现

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从而利用自己在服务贸易中的

巨大优势, 打开别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壁垒森

严的服务市场。在关贸总协定主持的乌拉圭回合中,

美国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将服务贸易问题纳

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的要求于不顾, 和西欧、日本

等发达国家联合频频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最终

在 乌 拉 圭 回 合 中 达 成 了“服 务 贸 易 总 协 定

“(GA T s)”。服务贸易总协定不仅要求各缔约方对其

它缔约方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国

民待遇, 还要求它们具体承诺开放服务市场, 以实现

世界范围内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 美国继续通过世界

贸易组织的多边谈判机制, 要求它国取消贸易壁垒,

解决其最为关心的市场准入问题, 具体表现在积极

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主持的金融和电信等服务贸易领

域的谈判, 以获得其在乌拉圭回合中未能获得的好

处。1997 年 2 月和 3 月, 在世界贸易组织主持下分别

达成了《全球基础电讯协议》和《信息技术协议》。

“全球基础电讯协议”所涉及的是电话, 数据传输, 电

传, 电报, 移动数据传输和个人通讯等诸方面的短

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 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各成员

国向外国公司开放其电信市场, 并结束在国内电信

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信息技术协议”所涉及的商品

范围包括计算机、计算机软件, 导体, 导体制造设备,

电讯设备和科学仪器等 6 大类约 200 多种产品, 该

协议要求各缔约方于 1997 年 7 月 1 日, 1998 年 1 月

1 日和 1999 年 1 月 1 日分 3 阶段以 1ö3 减幅逐步降

低关税, 最终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将有关信息技术产

品的关税降至零。目前已有 43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

该项协议, 涉及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约占世界信

息技术产品贸易额的 95%。作为在信息技术领域具

有绝对优势, 并且是世界上信息技术的最大出口国,

美国从该协议中获益甚丰。

(2) 区域性贸易机制。美国在大力推动多边贸易

谈判的同时, 也非常积极地利用区域性贸易机制巩

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

在此问题上, 美国的策略首先是立足北美, 倡导

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美国的积极努力下, 1992 年

8 月 12 日, 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了“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NA FTA )。自 1993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运作以来, 对美国出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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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至 1996 年,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出口额由

1 004. 4亿美元增至1 336. 6亿美元, 3 年中增幅为

33% ; 同期对墨西哥出口由 41518 亿美元增至 56716

亿美元, 3 年中增幅达到 3615%。⑨克林顿对此评价

道: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在 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得以充分验证, 在此次危机中,

尽管墨西哥经济急剧收缩, 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确保了墨西哥市场仍保持对美国商品的开放性, 这

与 1982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 墨西哥对外国商品采取

严厉的限制性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βκ此后, 美国又

积极地推进建立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样板, 以美国为

主导, 包含所有西半球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在巩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果的同时, 鉴于亚洲、

尤其是东亚、东南亚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 以及其

显示出来的巨大市场潜力, 美国 90 年代对外贸易的

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在过去的 10 年中, 亚太地

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616% , 如果不把日本计算在

内, 则每年增长 9% , 如此迅猛的发展导致对美国商

品和服务需求增长十分迅速。1991—1995 年期间亚

太地区购买了美国 30% 的商品与服务, 成为美国最

大的客户。βλ亚太地区对未来美国经济, 尤其是出口

贸易具有巨大的潜在利益。正因为如此, 美国十分重

视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通过“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 PEC) , 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

由化, 使这一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朝着有利于美

国对外贸易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问题上, 对美国而言

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如在 1994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共同决心宣言》

(即《茂物宣言》) , 就亚太地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

化的长远目标取得了共识, 即发达国家成员在 2010

年前, 发展中国家成员在 2020 年前, 拆除对其他成

员所有的贸易壁垒, 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

化。其后, 又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和第四届

政府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通过了实施贸易、投资自由

化的《大阪宣言》和《马尼拉宣言》, 决定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马尼拉宣言》, 它标志着亚太地

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已步入运作阶段。在 1997 年

11 月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政府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又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各国领导人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 各成员国在 9 个部门提前实现贸

易、投资自由化, 这 9 个部门是: 环境产品及服务、

能源、水产品、玩具、林产品、医疗设备和器械、电

讯、珠宝、化工, 并决定从 1999 年开始提前实施部

门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这一变化无疑对美国进一

步打开亚太地区国家市场具有重大的影响。

(3) 加强双边贸易谈判。美国对一些双边问题特

别突出, 保护色彩较浓的国家则注重利用双边贸易

谈判压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克林顿上台以来, 已同其

它国家签订了 100 多个贸易条约, 借以推动美国商

品对这类国家的出口, 特别是针对西欧、日本。近年

来, 美国分别就西欧、日本在钢铁、飞机、公共采购

等领域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 要求西欧、

日本等重要的贸易伙伴开放市场。长期以来, 美国对

日本的贸易存在大量逆差, 而美国将其主要归结于

“不公平贸易”, 即美国市场对日本商品的开放性和

日本市场对美国商品的相对封闭所致。在 1980 年～

1989 年的 10 年间, 美国对日本出口由 227 亿美元增

至 464 亿美元, 增加了一倍, 而从日本进口却从 324

亿美元增至 955 亿美元, 增加了两倍。所以美国对外

施压的矛头首选日本, 通过一系列的贸易谈判, 频频

向日本施加压力, 强迫日本开放市场, 如通过与日本

所达成的汽车贸易协议, 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汽车

及其零部件的进口, 从而使美国在日本市场上汽车

及其零部件的销量大为增加。

综上所述, 一方面 90 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竞争力

有所提高, 为对外出口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

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初步收到

成效, 从而为对外出口的扩张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

境。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90 年代美国对外贸易获得了

空前发展进而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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