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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0 年代以来, 美国经济步入了日臻成熟的“新经济”时期, 其主要标志为: 近年来经济的“一稳三低”,

即经济稳步而适度增长, 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利率。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 美国出口贸易获得了显

著的成绩。尤其是克林顿政府制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 使近年来美国出口呈现更强劲增

长势头。下表为美国出口贸易 (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的增长情况及年均增长速度。

　　　　表 1　90 年代美国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及其速度

年份
出口贸易额

(百万美元)

年平均增

长率 (% )

1989 489 142 —

1990 536 784 9. 74

1991 580 723 8. 19

1992 617 657 6. 36

1993 642 951 4. 10

1994 698 302 8. 61

1995 786 530 12. 63

1996 848 316 7. 86

1997 932 300 9. 90

　　资料来源: 1. 1989～ 1996 年根据美国《美国统计摘要》

　　1997 年版第 788 页有关数字计算。

2. 1997 年根据美国商务部 1998 年 2 月 19 日

公布 的 贸 易 统 计 , 转 引自《国际商报》

1998 年 2 月 24 日第 3 版。

　　从表 1 可以看出, 美国出口贸易从

90 年代初的 5 367. 84 亿美元剧增至

1997 年创记录的 9 323 亿美元, 7 年间共

增长了 173. 68% , 年平均增长率为 8.

2%。这一速度快于 1980 年至 1994 年的

14 年间的年平均速度 7% , ①更快于 80

年代的年平均速度 6. 75%。②与历史同期

的世界出口贸易额的增长速度相比, 略

高于世界出口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7.

4% , ③大大高于同期的 21 个工业化国家

6. 0% 的出口贸易增长速度。④

不仅如此, 90 年代美国出口贸易的

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速度, 1990～ 1996 年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2. 05%。⑤同时,

美国出口贸易额的增长速度也快于主要

工业化国家的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表 2

就美国的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与主要工

业化国家 90 年代出口贸易的年平均增

长率作了对比。

从表 2 可以看出, 90 年代美国出口

贸易的发展比较稳定, 而不象有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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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年份的年均增长率较高, 但不稳定, 呈现大起大落的态势。从 1990 年至 1996 年的年均增长率看, 美国

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是雄居其它工业化国家之首。

总之,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分析, 90 年代的美国出口贸易都增长迅速。值得注意的是, 从 1997 年下半年

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已初显端倪。由于亚洲经济增长急遽下降, 货币大幅度贬值,

使美国对亚洲地区出口下降, 进口上升, 1997 年 12 月美国进口增长了 316% , 而出口仅增 113%。许多经济

学家认为,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反映到美国贸易统计中去, 预计今后几个月美国贸易形

势将发生变化。

表 2　 美国和主要工业化国家出口贸易年增长率比较　　单位: %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0- 1996

美　国 8119 6136 4110 8161 12163 7186 8100

日　本 9146 7197 6158 916 11161 - 7127 6112

德　国 - 1177 4182 - 9197 12138 21189 - 0105 4105

法　国 - 0102 8164 - 11124 12169 21155 - 016 4190

意大利 - 0149 5113 - 5105 1212 22124 712 6165

英　国 - 0111 2172 - 5117 13173 18111 7172 5185

加拿大 - 0137 5172 7199 13191 16122 4191 719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月刊 1995 年 12 月号第 66 页和 1998 年 1 月号第 60 页有关

数据计算。

二
近 20 年来, 美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 就是经济国际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水平, 具体表现为国际间生产要素流动的规模巨大并形成长期趋势, 国际直接投资已达到新的更高的水

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原高度内需主导型的美国经济变化尤为深刻。

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 美国经济都加速国际化了, 一方面直接表现为 90 年代以来, 美国出口贸易增

长迅速, 不仅快于世界贸易同期的增长速度, 而且比同期的生产增长速度要快; 另一方面进一步地表现在出

口贸易结构、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1 90 年代美国商品出口贸易结构及其演变。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是指各类商品在各国 (地区) 进出口

贸易或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进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中各商品组成部分在贸易总体中的地位、

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按照商品的最终用途分类, 主要可分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大类; 而非

农产品这一类中, 又可分为: ①工业产品和原料; ②资本货物; ③汽车及零部件; ④食品、饲料和饮料; ⑤

除食品以外的消费品。下表反映了美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表 3　　　　　90 年代美国各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额及其所占份额　　单位: 10 亿美元

年份

全部出口 农产品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非　　农　　产　　品

工业用品及原料 资本货物 汽车及零部件 其　　它 总　　计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1990 38913 100 4012 1013 9619 2419 15215 3912 3615 914 6312 1612 34911 8917

1991 41619 100 4011 916 10117 2414 16615 3919 4010 916 6816 1615 37618 9014

1992 44014 100 4410 1010 10117 2311 17611 4010 4710 1017 7115 1612 39613 9010

1993 45618 100 4317 916 10510 2310 18211 3919 5215 1115 7315 1611 41311 9014

1994 50215 100 4711 914 11216 2214 20512 4018 5718 1111 7918 1519 45514 9016

1995 57519 100 5712 919 13515 2315 23318 4016 6118 1017 8716 1512 51817 9011

1996 61117 100 5913 917 14717 2411 25219 4113 6415 1015 8713 1413 55214 9013

　　　　资料来源: ①1990- 1995 年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7 年版, 第 416 页有关数据计算。

②1996 年根据美国《美国统计摘要》1997 年版, 第 788、807 页有关数据计算。

·401·



从表 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农产品出口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负增长以后, 终于在 1992 年恢复到战后的最

高水平 (1981 年为 440 亿美元) , 并逐年有所增加, 以其所占份额来说, 90 年代基本稳定在 10% 的水平上,

止住了从战后以来不断下跌的颓势。美国农产品贸易能取得如此成就, 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在 1993 年提出的

“国家出口战略”中, 美国政府就明确制订了帮助私人部门在 2000 年前把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在当时的水平上

再增加 50% 的目标。⑥为此, 美国联邦政府在 1994 年至 1995 年间将 58% 的联邦政府促进贸易经费用于农业,

其中 9. 22 亿美元用于抵销外国政府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⑦这一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94 年至 1996 年

美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顺差分别为: 200 亿、259 亿和 268 亿美元。⑧制成品出口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 90

年代稳定在 90% 以上,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990 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为 75% )。就

制成品出口贸易内部的商品结构看, 能够为美国带来大量顺差的制成品主要有: (1) 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

即高技术工业产品, 其出口大量增加, 由 1990 年的 934 亿美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1 549 亿美元, 年平均增长

率为 8. 8%。其中飞机一项 1991 年即创造 207 亿美元的顺差, 飞机零部件每年创造 58～ 62 亿多美元的顺差,

专用仪器和专用工业机械分别创造 67. 3 亿和 56. 5 亿美元的顺差。⑨ (2) 各种化工产品尤其是精细化工产

品, 包括化妆品、染料助剂、化学药品、无机和有机化工品、化学塑料及化肥系列产品, 1994 年这一大类产

品的贸易顺差总和为 180 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环保产品贸易和信息技术产品贸易日益受到重视, 被美国政府视为关键部门 (Key

Secto rs)。美国在这些领域具有无可争辩的竞争性优势, 并颇具增长潜力。据估计, 1994 年美国环保产品出

口额约 130 亿至 170 亿美元, 提供大约 21 万至 27 万个就业机会。βκ信息技术产品包括数据自动处理设备、通

信设备、半导体及微电子电路部件、计算机等, 这些部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 其出口值在 1980 年仅为

760 亿美元, 1995 年高达 5 950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 1417%。美国、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是信息技

术产品的主要供应国 (70% 以上) , 美国每年大约出口 1 000 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βλ, 占世界信息技术产品

贸易的 1618%。

上述美国出口商品结构及外贸顺差商品构成, 有力地说明了战后美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使农业作为国

民经济基础的地位不断稳固, 并日趋自动化、化学化、工厂化, 使国内制造业不断高级化、轻型化, 表明美

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2190 年代美国服务贸易的结构调整及其演变。战后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 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并日趋高级化, 服务业迅速崛起, 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乃至于不

少西方学者把当代美国经济称为“服务型经济”。从上一节的分析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近年来美国商品贸

易发展十分迅速, 这必然会促进相关服务贸易的增长, 两者是相辅相承、互为因果的。

90 年代以来美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了战后以来的增长势头, 但发展速度比 80 年代有所下降, 其服务贸

易出口额由 1990 年的 1 475 亿美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2 239 亿美元, 6 年间增长了 52% , 年平均增长率为 7.

2% , βµ而 1980 年至 1990 年增长了 210% , 年平均增长率为 12%。βν与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相比, 更具有重要

意义的是美国服务贸易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习惯上, 人们把旅游和运输之类的服务贸易称为“传统型”服务

贸易, 而把除此之外的以生产者服务贸易为主体的服务贸易称为“新型”服务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传统型的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90% 以上, 而战后这一比重逐年下降, 到 1995 年下降为55. 84% (详

见表 4)。相应地“新型”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上升到 45. 16%。美国“新型”服务贸易地位的提高, 主要是

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各产业日益专业化, 许多服务行业从第二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服务经

营部门, 这也是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生产的各阶段不断出现对专

门服务的需求, 在生产的“上游” (U p stream ) 阶段, 要投入专门性服务, 如: 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

品概念与设计、市场研究等; 在生产的“中游”(O nstream ) 阶段, 有的服务被要求与商品生产本身相结合,

如: 质量控制、设备租赁、后勤供应、保管和维修, 而有的服务则要求与生产并行出现, 如会计、人事管理、

电信、法律、保险、金融、安全、伙食供应等; 在生产的“下游”(Dow nstream ) 阶段, 需要广告、运输、销

售、人员培训等。因此, 美国和其他国家对金融、保险、通讯、广告、设计、咨询、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

者服务的相互需求日益扩大, 在这一趋势推动下, 以生产者服务贸易为主体的美国“新型”服务贸易得以比

传统的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更快的速度增长, 从而使“新型”服务贸易在美国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作用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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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90 年代美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 (% )

年　份
传统服务贸易

运输 旅游 总计

新型服
务贸易①

1990 27. 79 31. 42 59. 21 40. 79

1991 25. 78 31. 84 57. 62 42. 38

1992 24. 57 33. 37 57. 94 42. 06

1993 23. 53 33. 62 57. 15 42. 85

1994 22. 17 31. 97 54. 14 45. 86

1995 23. 72 31. 12 54. 84 45. 16
　　注释: ①新型服务贸易在这里指特许权和许可证费以及其他民间
　　　　　服务收支。
　　　　　②本表将客运费包括在运输服务贸易之中。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现代商业概览》1996 年第 6 期有关数字计算。

美国服务贸易的结构调整, 不仅表现在服务贸易
的内容结构的演变上, 而且也表现在其地区流向的变
化上。战后初期, 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是西欧、加
拿大及作为美国经济“后院”的拉丁美洲, 1956 年美
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占其总额的 88.
3%。βο这种高度集中性的地区流向从 60 年代起开始
有所改变, 从 80 年代中期到现在, 美国服务贸易的地
区流向趋于多元化 (详见表 5)。

从表 5 可以看出, 总的说来, 美国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服务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1995 年美国与西欧、加
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占其总额的 60% ,
表明美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业国际分工主要是
水平型分工。但是, 美国与过去的老服务贸易伙伴
(西欧、加拿大、拉美和其他西半球国家) 的服务贸易
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 与日本和亚非其他

国家的服务贸易的比重在逐步提高。这说明, 随着美国与日本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 其双边服务贸易也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1994- 1995 年, 美国派遣了有 17 个赴海外的贸易代表团, 主要关注新兴大市场 (BEM s) , 其
涉及的领域有: 销售与信息服务业、通讯业、金融服务业、卫生保健、能源及教育业等。

近年来美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 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1. 大量的服务贸易顺
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 1990- 1997 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累计为 4 800. 7 亿美元, 抵
销了同期商品贸易累计逆差 11 379. 3 亿美元的 42. 19% ; 其中, 1997 年服务贸易顺差抵销了当年商品贸易
逆差的 42. 84%。可见, 90 年代逐年增加的大量的服务贸易盈余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经常收支状况的恶化,
改善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2. 迅猛发展的服务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80
年代以来美国 90% 以上的新就业机会属于服务业, 90 年代更出现了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绝对减少、服务
部门就业人数增加的新现象。据统计, 1990- 1996 年美国民用就业增加了 1 013. 5 万人, 其中商品生产部
门减少就业 64. 7 万人, 而服务业部门增加了 1 078. 2 万人。3. 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加速了美国国内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服务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这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连锁关系。

　　　　　　表 5　 美国民间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 (% )

(国　家　)
地区

年份 1990 1993 1994 1995

出口 进口 总额 出口 进口 总额 出口 进口 总额 出口 进口 总额

加拿大 11170 9134 10171 10126 9141 9192 9150 9151 9151 9114 9155 9130

西　欧 34181 39131 36170 35161 38193 36191 34181 38173 36139 35102 38169 36148

东　欧 0173 0180 0176 1104 1137 1117 1120 1160 1136 1126 1156 1138

拉美和其
他西半球

15151 21159 17120 16114 19132 17139 16169 19132 17174 15142 18163 16170

日　本 16. 08 10. 98 14. 05

亚非其他国家 33137 28128 31123 34119 29128 32126 35122 29148 32193 36147 29180 33182

国际组织和
未分类数字

3189 1190 3140 2177 1170 2135 2157 1135 2108 2169 1177 2132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美国统计年鉴》1997 年第 790 页相关数据计算。

美国正是由于服务贸易对本国经济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并拥有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无可争议的比较优
势, 便极力主张服务贸易自由化, 促进其他国家开放服务市场, 推动多边服务贸易谈判, 最终于 1994 年达成
了全球第一个服务贸易国际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GA T S) , 该协议的达成与实施, 有利于抑制日益
高涨的服务贸易保护主义思潮, 逐步实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 从而将有利于美国未来服务贸易出口的持续
而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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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 年代美国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及其变化。美国的出口贸易对象主要是西欧、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
但近年来这一趋势有所改变, 美国的贸易重心已逐步转向太平洋地区。如以国别而论, 美国出口的“10 大伙
伴”的名次升降, 足以反映出美国商品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 (见表 6)。

从表 6 可以看出: 90 年代美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英国
分别占第 1 位、第 2 位、第 3 位和第 4 位, 从 1985 年以来没有任何变化, 这显示出美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对
稳定性。1996 年, 美国对上述 4 个国家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 47. 2%。2. 西欧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有
所下降, 1996 年美国对“十大伙伴”中的英国、德国、荷兰和法国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下降到 13. 93% ,
而 1990 年为 17. 7%。德国由第 5 位跌至第 6 位, 荷兰由第 8 位跌至第 9 位, 法国的地位下降较多, 80 年代
曾为第 6 位, 90 年代初为第 7 位, 从 1995 年起下降为第 10 位。比利时、卢森堡在 80 年代末被挤出前 10 名。
3. 美国出口地区结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美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出口增长较快,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分
别于 1984 年、1988 年和 1987 年跻身于前 10 名, 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 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
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不断扩大, 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出口的地区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到 1996 年为止,
韩国已由 90 年代初的第 6 位跃居第 5 位, 台湾由第 9 位跃居第 7 位, 新加坡由第 10 位跃居第 8 位。此外, 日
本自 1982 年由第 4 位跃居第 2 位以来, 一直盘踞着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位置。美国对日本、韩国、台湾和
新加坡这 4 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1996 年为 21. 1%。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 美国对外
贸易的重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亚太地区。

90 年代美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 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对
外贸易新思维的深刻反映。

　　　　　表 6　　　　　美国对“10 大伙伴”出口及其名次变化　　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加拿大 83617 (1) 85115 (1) 90519 (1) 100414 (1) 114414 (1) 127213 (1) 133617 (1)

日　本 48512 (2) 48113 (2) 47811 (2) 47819 (2) 53419 (2) 64314 (2) 67314 (2)

墨西哥 28218 (3) 33218 (3) 40519 (3) 41518 (3) 50814 (3) 46219 (3) 56716 (3)

英　国 23419 (4) 22015 (4) 22810 (4) 26414 (4) 26910 (4) 28516 (4) 30912 (4)

韩　国 14410 (6) 15511 (6) 14614 (7) 14718 (7) 18013 (6) 25318 (5) 26518 (5)

德　国 18716 (5) 21310 (5) 21215 (5) 18913 (5) 19213 (5) 22319 (6) 23417 (6)

台　湾 11419 (9) 13118 (9) 15215 (6) 16117 (6) 17111 (7) 192. 9 (7) 184. 1 (7)

新加坡 8012 (10) 8810 (10) 9613 (10) 11618 (10) 13012 (10) 15313 (9) 16619 (8)

荷　兰 13012 (8) 13511 (8) 13715 (9) 12814 (9) 13518 (9) 16516 (8) 16611 (9)

法　国 13616 (7) 15315 (7) 14519 (8) 13217 (8) 13612 (8) 14215 (10) 14213 (10)

　　　　　注释: (1) (2) (3) ⋯⋯表示名次
　　　　　资料来源: 1990- 1994 年根据美国《美国对外贸易实录, 1994》第 30 页有关数据计算。

1995- 1996 年根据美国《美国统计年鉴》1997 年, 第 803- 806 页有关数据计算。

注释:
①②根据美国《美国对外贸易实录, 1994》 (U. S. Fo reign T rade H igh ligh ts, 1994 华盛顿, 美国商务部, 1995) 第

11 页有关数据计算。
③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1995 年 12 月号和 1998 年 1 月号的有关数据计算。
⑤根据美国《现代商业概览》, 1998 年第 1 期, 第D - 36 页有关数据计算。
⑥⑦βκβλ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 《国家出口战略》, 31、121、58、58 页, 华盛顿, 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 1995

年 10 月。
⑧根据美国《美国对外贸易实录, 1994》, 第 13 页, 以及美国《美国统计摘要》, 807 页计算, 1997。
⑨转引自《美国研究》, 85 页, 1997 (3)。
βµβν根据美国统计局: 《美国统计摘要》, 华盛顿, 美国商务部统计局, 1997 年有关数据计算。
βο根据美国《现代商业概览》, 1957 年第 6 期有关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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