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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顺差研究

的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

王剑锋 � 顾 � 标
*

� � 摘要: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 本文首先分析确认了影响中国贸易顺差的三个基本因素,

即人民币实际汇率、贸易政策以及国民收入总量,但鉴于 2004- 2008年期间贸易顺差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实际走势,仍然无法通过这三方面的变化情况予以说明,因而

进一步将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归结为储蓄投资失衡这一国民收入的结构性变化。通过对

相关文献及政府有关政策的综合分析发现,无论是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国民收入

分配结构偏向,还是引起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大幅下滑的大规模数量型货币政策,可

能都与中国式分权体制存在着重要关联。未来还应针对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展开进一步

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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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危机发生后,受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影响, 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

研究持续贸易顺差问题的紧迫性似乎有所减弱。但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为止, 在贸易顺差成因方面, 仍

然存在若干未能说明的问题。首先, 为什么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没能成为国

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国从而呈现持续贸易顺差呢? 其次,如果认为政府干预要素价格是我国具有成本优

势并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那为什么 20世纪 80年代政府具有更大的经济干预能力时期,很多年份

反倒出现了逆差呢? 第三,我国从 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的贸易顺差,为什么会从 2005年这个时点上出现跳

跃性增长呢?

上述问题表明,已有研究成果还未能将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现象背后的微观机制分析清楚。这在实践中

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旨在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由于建立在我们还 �不尽了解  的经济机制之上, 很可能 �事
倍而功半 。在平抑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还会加大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

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2009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 30. 1%, 以及第二产业增速高于第三产业、重

工业增速高于轻工业,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很显然,继续深化对贸易顺差形成机制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

我国真正实现向内外均衡型增长模式的转变, 还有可能成为破解我国诸多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从当前贸易顺差问题研究的总体情况看, 学术界已经从多个角度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主

要是各个研究角度间存在着交叉与重叠, 无法通过一条清晰的分析脉络,厘清贸易顺差问题的研究路径及其

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要在这一重大领域取得新的突破,首先需要做好对已有成果的梳理工

作。本文主要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确定研究起点与分析主线; 第三至六部分对相关研究的分析脉络

进行梳理;第七部分则根据总结得到的前沿性问题,进一步提炼出未来的研究重点;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关于研究起点与分析主线

在贸易余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方面, 克鲁格曼 ( 1998)将贸易余额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实际汇率、国内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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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与贸易政策。还有学者认为, 影响因素包括国民收入、名义汇率与相对价格水平 (W ilson and Takacs,

1979; Oskooee, 1998)。M atesanz和 Fugarolas( 2007)根据出口与进口的决定公式,推导得到影响贸易余额的

因素主要有本国国民收入、其他国家国民收入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在以上观点存在的差异中,由于一国所有

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加总等于其国民收入, 因而国内可支配收入属于国民收入因素。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关税、

出口补贴、配额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内容。其中,关税与出口补贴是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来发挥作用

的,因而可将其归入到同时包括价格与名义汇率的实际有效汇率因素。配额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余额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切断了实际有效汇率因素发挥作用所需的市场化条件。这两方面限制措施的放松主

要是在短期而无法在长期中持续发挥影响。

总的来看,除了国民收入和贸易政策因素以外,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从马歇尔 -勒纳条件 (M arshall-

Lerner cond ition)成立与否的角度来分析汇率变化的影响。然而, 以麦金农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却从贸易顺

差的内生性抑或外生性的讨论出发,分析指出仅从贸易条件角度关注汇率影响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是以 �仅
有贸易往来而没有资本流动 的 �孤岛经济  为假设前提的。这一前提并不符合当前条件下开放经济的现实
情况 (M cK innon, Lee andW ang, 2009; Q iao, 2007)。他们认为, 本币升值在导致本国产品变得更贵从而减少

出口的同时,还会使得本国投资成本提高以及外汇储备的购买力缩水, 并进一步通过 FDI减少和财富贬值效

应带动进口的下降,由此抵消其降低贸易顺差的作用。因而,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即使采

用无法被公众预期到的升值路径 ( a discrete appreciation) ,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未必会下降 (Q iao, 2007)。

尽管从上述分析看,在汇率的影响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我们仍然可以梳理出如下的分析脉络:在满

足马歇尔 -勒纳条件的情况下, 即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具有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但 2005- 2008年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贸易顺差增长的实践却表明,一些非汇率因素在发挥着相反的影响作用。而对于这些非

汇率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和研究,很可能是破解我国贸易顺差问题的关键环节。

三、关于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作用

(一 )对于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作用的探讨

W olf( 2005)、Anthony( 2007)和 Feldste in( 2008)在其研究中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采用了重商主

义政策,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有意识的干预来刺激出口和经济增长, 并造成了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了缓解

全球范围内的内外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应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应该说,如果中国满足马歇尔 -勒纳条

件,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具有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从已有的实证研

究情况看,尽管所得结果并不完全相同 (卢向前、戴国强, 2005;马丹、许少强, 2005; 李科, 2008; 王相宁、李晓

峰, 2005;金洪飞、周继忠, 2007;朱真妮、宁妮, 2002; 戴祖祥, 1997) , 但多数分析支持中国满足马歇尔 -勒纳

条件成立的结论。

中国政府自 2005年 7月起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希望通过人民币的稳步升值来缓解贸易顺

差过大的问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 B IS)测算,截止到 2008年 12月,扣除通货膨胀差异的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指数较汇改前升值 23. 9%。但与此同时,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 ( GDP)中所占比重不仅没有下降, 而

且一度还出现了大幅上升的现象。 2005 - 2008年, 净出口占支出法 GDP的比重依次为 5. 42%、7. 51%、

8. 88%和 7. 87%。尽管一些支持 J曲线效应存在的研究,认为汇率变化可能会有 4~ 9个季度的滞后, 因而

会推迟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 (卢向前、戴国强, 2005; 吴开兵等, 1999;林清泉、杨丰, 2007; 钟伟等, 2001;

李治国等, 2007),但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顺差增长的背离期限看,人民币汇率升值所具有的 J曲线效应早就

该开始发挥作用了。为什么到了 2008年, 贸易顺差比重仍然远高于 2005年呢?

(二 )若干研究视角及其与实际有效汇率因素的关系

尽管有部分研究指出了新的因素,但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着交叉与重

叠,并不构成抵消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作用的来源。在这当中, 主要有两个类别: 第一类是国际产业转移论。

Greenaw ay等 ( 2008)利用亚洲国家 1990- 2003年期间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 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 具有对

其他亚洲国家的替代作用,但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替代程度存在差异。因为劳动成本的优势,中国主要替

代了发展水平较高的亚洲国家的出口,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替代并不明显。 Shafaedd in( 2004)则利用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revea led com parative advantage indices)在更大的国别范围内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对韩

国、马来西亚这些较高收入亚洲国家的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替代作用,但对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中低

收入国家的出口没有明显影响。Feenstra等 ( 1999)通过分析部分亚洲国家对美国出口下降与中国对美国出

口上升的关联性事实,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文东伟等 ( 2009)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证实了 FD I的大规模流

入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外资参与程度高的行业尤为如此。巴曙松 ( 2006)、王晋斌和李南 ( 2007)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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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除了劳动力成本因素以外, 中国在基础设施及其他产业配套措施领域同样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得很多

出口型产业在全球产业布局重新调整过程中, 由其他国家转移到了中国。

从上述内容看,国际产业转移论从中国所具有的成本优势角度,强调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优

势。而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措施方面的优势, 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但劳

动生产率提高对国际贸易余额的影响, 仍然会通过 �巴拉萨 -萨缪尔森 效应作用于实际有效汇率。因此,

国际产业转移论所蕴含的影响,已经被包含在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当中了。不仅如此,此类观点仍然存在值

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比如,为什么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提供相对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措施呢?

第二类观点是政府积极干预论。世界银行 ( 1993)在其报告中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 会采

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会成为加速

GDP增长、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余永定和覃东海 ( 2006)将其进一步归结为政府将引资数量作为官员考

核指标,同时长期推行吸引 FD I优惠政策的结果。许煌等 ( 2007)则强调了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

为在我国要素成本优势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以上内容看,政府积极干预论将中国产业配套措施与基础设施优势的形成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府的

积极干预措施。但与国际产业转移论一样,其对价格的影响已经被纳入到实际有效汇率当中。另外,仍然需

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能积极干预呢? 尽管林毅夫等 ( 1999)曾将人均资源过少作为

激励政府实施积极干预政策的外在因素, 但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少国家的人均资源指标同样处在较低的

水平, 却未能激发政府对经济进行合理干预呢?

四、谁抵消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影响?

(一 )贸易政策还是国民收入?

从影响贸易余额状况的基本因素看, 与实际有效汇率并列,可能发挥抵消作用的因素主要有贸易政策和

国民收入。贸易政策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类别, 一个是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另一个是国内的贸易政策。而对于

前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 �入世  。Anthony( 2007)曾指出, 加入WTO是中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

重要因素。入世后贸易壁垒的削弱, 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从而促进了出口的迅

速增长。H errero和 K oivu( 2007)则以中美入世谈判成功的 1999年末为界限, 将所有样本分为 1994- 1999

年以及 2000- 2005年两个组别。通过观察中国出口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是否变得更加敏感, 来判断入世对

中国贸易余额的影响情况。其实证结果发现, 入世前国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

在入世后的组别中,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然而,一方面,加入 WTO的权利和义务

具有对等性。中国在获得更大出口市场的同时,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也在加大。比如, 中国政府承诺并实

施了关税税率的大幅下调以及颇受诟病的农产品与服务业开放。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出口受益更大一些,出

口市场扩大对净出口增加的影响也应该主要表现在短期而无法充当长期性因素。W iem er( 2008)在对进出

口数据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加入WTO使得中国进口和出口以大体相当的速度同时出现了快速增长。

在前几年中, 贸易顺差占 GDP的比重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从 2005年开始的三年中, 出口出现了

27. 6%、23. 9%和20. 4%的增速,而进口在对应年份的增速仅为 16. 9%、16. 7%和 15. 6%。出口增速持续大

于进口的情况,导致了出口顺差占 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在国内贸易政策方面, M artin等 ( 2003)认为,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开始,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外商企业

的资本品进口在中国几乎获得了完全自由化。在 1996年,这两方面的进口额大约占到总进口额的一半。其

分析暗示,中国对外向型贸易企业的鼓励政策, 是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并导致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裴长洪

( 2009)在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贸易顺差增速放缓现象时同样认为, 给予外向型企业的贸易优惠政策, 对中

国出口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一方面, 对于 2005- 2008年期间来说,上述国内优惠贸易政策已经属于既

有的优惠措施了,并不具有进一步的贸易顺差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有这样的政策

安排。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没有像中国如此严重呢? 另外, 国内优惠政策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包含

相对价格的实际有效汇率来发挥作用。因此, 其同样不能构成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作用的因素。∃

(二 )国民收入抵消作用的具体机制: 总量还是结构?

129

∃ 另外, 也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人民币汇率、国民收入总量以及贸易政策这三方面因素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需要满足 �假定

其他条件不变 这样一个重要前提。然而这一假设在现实当中尤其是长期视角下也许并不成立。这样一来, 在贸易顺差的分

析中, 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结构性因素, 另一方面也需要探讨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另一个可能对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产生抵消作用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在中国国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世界

平均增速的情况下,国民收入总量效应的影响应该是减少顺差。这就说明, 国民收入的总量效应与实际有效

汇率升值的影响具有同向性,无法发挥抵消作用。这样一来,抵消效应的可能来源只能是国民收入的结构方

面。

(三 )对国民收入结构效应的探讨

在国民收入的结构分类方面,有来源结构、分部门收入结构以及支出结构三类主要方法。由于支出结构

中的净出口与贸易顺差具有直接的关联, 因此,对国民收入结构效应的探讨,首先选择在支出结构方面。∃

从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角度所做的各类研究中, 影响最大的是储蓄投资差额论。 Cho i等 ( 2008)认为, 部

分国家储蓄 �充斥  且不能被国内投资充分吸收,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基本原因。虽然有不少学者持有类

似的观点 (H erbertsson and Zoega, 1999; M ck innon and Schnab,l 2006), 但根据 Chenery和 Strout( 1966)提出的

�两缺口  模型 ( tw o- gap m odel)不难推得,在不考虑收益与转移项目的情况下,贸易顺差与储蓄大于投资两

类现象之间,本来就是互为表里,它们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而是共同由其他因素所决定。

进一步的探讨方向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 部分学者从金融体系效率差异论角度

进行了探讨。Feenstra等 ( 1999)认为,相对低效的中国金融体系导致中国的储蓄无法充分向投资转化,并在

国际收支中表现为贸易顺差。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拓宽非国有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的管道, 以及开放金融业,

允许更多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有助于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Kasuga( 2004)在解释发达国家储蓄、

投资相关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时指出, 发达国家因为拥有高效的金融体系,使其国民储蓄能够更为充

分地向投资转化,因而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性。相反, 发展中国家储蓄与投资相关性较弱的原

因,主要在于其国内金融体系的储蓄配置能力较弱,储蓄的增长未必能带来国内投资的增长。其分析暗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由于不能转化为高投资,往往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向国外。李扬 ( 1998)在解释中

国资本项目顺差并未引起实物资本流入问题时所提出的内外金融部门间的 �效率互补  假说, 也具有类似的

观点。然而,金融体系效率差异论,只是说明了中国金融体系配置能力不足, 但为什么中国会具有超出本国

配置能力的储蓄率呢?

五、国民收入支出结构效应的进一步探讨:高储蓄率的成因分析

学界对中国高储蓄率成因的分析,具体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前三类观点主要关注居民高储蓄率

的原因,并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重点。第一类是居民预防储蓄论。W iem er( 2008)

结合中国的国情分析认为, 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城镇居民的 �铁饭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集体社
保体制也不复存在。面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急剧变化,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教育、医疗和退休生活支出,

降低家庭未来生活的风险,中国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应该说,此类观点能够解释一段时期内我国居民储蓄

率过高的原因。但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政府加大了社会民生支出的力度,义务教育阶段居民负担明显下

降,包括新农合在内的城乡社保体系建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可正是在这几年中,我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

下降, 反而迅速上升。显然,继续将居民预防储蓄动机作为近几年我国居民储蓄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多少有些

牵强!

第二类是文化因素影响论。这类观点重点强调了东亚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特征中崇尚节俭、反对奢华因

素的影响。然而,尽管 V enkatesh( 1995)、Ja in和 Joy( 1997)以及叶德珠 ( 2008)从概念框架角度论述了文化

因素对储蓄以及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 但针对文化因素影响作用所做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结论。

Carro ll等 ( 1994, 1999)曾分别利用加拿大和美国的家庭调查数据, 通过比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移民的

储蓄模式,来检验文化因素是否对储蓄具有显著影响。其所得结果显示, 来自高储蓄率国家移民的储蓄率,

并不显著高于来自低储蓄率国家的移民。对亚洲国家尤为如此。

第三类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论。在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作用的分析上, Feenstra等 ( 1999)除了指出工

作人口比重提高因素对中国储蓄率具有正向影响以外, 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减少家庭中孩子的

数量, 使得未来对家庭养老的可依赖程度下降, 因而对储蓄率产生了进一步的正向效应。W akabayashi和

M acK ellar( 1999)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 &和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了抚养率与居民储蓄

率的负向关系。蔡昉 ( 2004)所提出的人口红利因素具有相近的作用机制。然而, 李扬和殷剑峰 ( 2007)、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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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ao( 2007)结合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新增数据,对中国高储蓄率所做的部门分解却发现,推高中国储蓄率的

主要因素是企业部门而并非居民部门。这就从实证角度否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论的观点。

第四类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向论。与前述强调中国居民储蓄率过高导致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分析不

同,此类观点认为,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向导致的结果。对此, 无论是李扬和殷剑峰

( 2007)、H e和 C ao( 2007)利用资金流量表数据, 还是白重恩和钱震杰 ( 2009a)针对资金流量表存在的数据

质量问题而进行的调整,所得到的实证结果都显示,伴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下降,企业部门的可支配

收入比重出现了大幅上升。樊纲等 ( 2009)所做的分析也支持了上述判断。由于企业没有消费, 始终保持

100%的储蓄率。同时,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推高了政府的储蓄意愿 (龚锋、卢洪友, 2009;

傅勇、张晏, 2007)。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比重的提高, 必然会导致三部门加权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张明,

2007)。

六、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部门结构偏向的形成机制

在政府收入份额提高的原因分析中, 高培勇 ( 2006)与王剑锋 ( 2008)将近年来政府税收增长过快的原

因,归结为 1994年税制设计中的 �宽打窄用  以及征收率不断提高的影响。安体富 ( 2002)则通过大、中、小

三个口径宏观税负的对比分析,强调指出了我国非税负担过重在政府收入比重过高当中的重要作用。

在居民与企业收入比重变化的分析中, W iem er( 2008)、樊纲等 ( 2009)指出了中国政府在较长时间中没

有从国有企业获得分红的影响。Ku ijs( 2005)和W iem er( 2008)还进一步强调了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在总产

出中占据较大份额的影响, 他们认为资本要素份额的上升是导致资本收入提高的直接原因。李稻葵等

( 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下降的因素还包括工业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另

外,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也使得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判能力上升较快,并导致了劳动收入的比重

下降。综合以上观点,可以认为,我国资本要素的所占比重提高,不仅会使资本收入所占份额出现同比例的

上升, 还通过降低劳动力应有的稀缺程度,相对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进一步使得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降。

尽管白重恩和钱震杰 ( 2009b)认为,我国统计数据对农业部门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存在高估,进而夸大了

产业结构调整在劳动报酬比重下降中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发现只是说明了中国对产业结构调整前

的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有所高估。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本来就比较低。但中国的劳动收入比

重为什么会如此之低呢?

应该说,将中国高储蓄率的分析与金融体系效率差异论相结合,可以把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企业

与政府收入比重上升的因素,从而使贸易顺差成因问题的研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且,据此还可以建

立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变化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联。其中, 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下降, 具有相对减少消费

品进口的作用。而在国内金融体系具有较低配置效率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提高所带来的国民储蓄

增量, 无法充分地转化为投资, 因而对投资品进口的拉动作用也会相对下降。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国

民收入增长中的部门结构效应,不仅抵消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作用,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贸易顺

差。

尽管如此,将上述观点结合起来的分析,仍然存在着未能说明的问题, 使其可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最终

根源。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劳动要素所占份额会出现下降呢? 尽管文东伟等 ( 2009)分析指出, FDI对于我

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海和徐圣 ( 2009)则将劳动报酬占比

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我国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然而,上述分析仍然未能揭示问题的根源。比如, 为什么 FD I

会在我国而未能在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相应的负面作用呢?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

裕的国家,发生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呢? 以上疑问表明,在中国国民储蓄率提

高以及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的背后, 很可能还存在更为深刻的理论逻辑。

七、未来的研究展望

从已有研究的总体情况看,尽管有关贸易顺差问题的分析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仍存在着如下两个明

显未能说明的问题:第一,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产业结构重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不利影响在我国表现

得这样突出? 第二,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占比会在 2005- 2008年这一期间急剧上升? 针对这两个问题,

并结合储蓄投资失衡的分析思路,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两个研究重点。

(一 )研究重点之一: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扭曲产业结构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我们注意到,从 20世纪 90年代起,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国内存在的地区间主导产业趋同及市场割据的问

题 (沈立人、戴园晨, 1990; Young, 2000; Naughton, 1999;周黎安, 2004;胡向婷、张璐, 2005;陆铭、陈钊,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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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暗示,各地区都存在着强烈的 �出口 冲动, 不仅要把商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 还要出口到省外。随

着改革开放 30周年的到来,学术界在 �中国式分权体制 对地方政府的增长激励及其经济贡献方面, 已经逐

渐达成了共识 (Q ian and Roland, 1998; 张军, 2003;王永钦等, 2007; Jin, et a.l , 2005; B lanchard and Shle ifer,

2000; Frasch in,i 2006; Bardhan, 2006)。然而, 已有研究在强调 �中国式分权 的影响作用时,主要着眼于其对

GDP总量指标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少有文献将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高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联系起来。

后者既包括 �贸易顺差比重过大  的现象, 也包括 �居民收入比重过低 等问题。为了实现本地经济的快速增
长,地方政府往往会把 GDP创造能力强、税收贡献大的重工业, 作为本地招商引资的首选。然而, 产业结构

中资本要素密集度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减少劳动报酬的相对份额, 而最终导致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

(二 )研究重点之二:融资体系与货币政策变迁对储蓄配置率的影响

结合公共选择与财政分权理论的观点不难判断,政府官员事实上希望同时运用净出口、消费和投资来拉

动 GDP增长。然而,消费拉动模式由于受到消费惯性、持久收入的影响, 难以在短期内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

作用。而与出口拉动模式相比, 投资拉动要更多地受制于信贷约束 ( credit constrain ts)状况的影响。因循这

一分析线索, Song等 ( 2010)认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更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支持, 因而在国有企业占比

较高的时期,融资体系对储蓄配置率较高,国内投资对国民储蓄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然而,随着非国有工

业企业比重的上升,中国金融体系的储蓄配置率出现了下降,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储蓄无法转化为国内投资,

只能以出口的形式转移到国外。但其观点不能解释的是,国有企业的破产高峰发生在 1995- 2002年,而中

国贸易顺差的急剧上升却发生在 2005- 2008年。在进一步收集这一期间的信贷数据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规模的 �央票发行  是这一时期储蓄配置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依然存在

的疑问是,同样是抑制宏观经济过热, 为什么 1992- 1996年期间中央银行却主要依赖 �加息  这一价格型货
币政策工具呢? 另外,结合经济过热时期中央与地方围绕宏观调控存在博弈行为这一背景,对储蓄配置率下

降具有重大影响的 �央票发行 , 到底是一次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呢? 要对这些疑问做出进一步的

解释, 还需要对融资体系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手段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储蓄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深

入的分析。

八、结语

针对中国贸易顺差已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交叉与重叠, 本文在选择研究起点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的分

析脉络进行了梳理。我们总结确认了贸易顺差成因领域的两个前沿性问题:一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产业

结构重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不利影响在我国表现得这样突出? 二是贸易顺差在 GDP中所占比重为什

么会在 2005- 2008年这一期间急剧上升? 以此为基础,我们对未来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展望,分析提出 �中国
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扭曲产业结构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以及 �融资体系与货币政策变迁对储蓄配置率
的影响  这样两个研究重点。

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分析梳理工作仍然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由于

贸易顺差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贸易现象, 未来应进一步将储蓄投资失衡与微观贸易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分

析清楚。同时,信贷约束不仅表现在信贷渠道上,还应包括企业信用、政府信用以及财政支出等储蓄向投资

的转化途径。因而,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于信贷约束因素的分析, 完善有关的指标设计。此外, 如何解释国

内各地区贸易顺差与逆差并存的省际差异现象,也需要我们在未来研究中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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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ased on the form er researches, firstly, the paper confirm s there are three basic factors determ in ing Ch ina∀ s trade surp lus.

Secondly, fo r the practica l situa tion o f rea l effec tive exchange rate of RM B, trade po licy and g ross national incom e∀ s fa ilure to explain

the evo lution o f share o f Ch ina∀ s trade surplus in GDP, the paper fo cuses on sav ing- investm en t im ba lance, which re lates w ith nationa l

income structu re. Th irdly, integ ra ting re lative literatures on econom ic po licy, the paper finds that no t on ly the deflection o f nationa l

income d istr ibu tion wh ich leads to h igh sav ing rate but also the huge quantity type ofm one tary po licyw hich decreases the ratio o f sav ing

be ing turned to investment, m ay have high co rre lativ ity w ith Ch inese- style decentra liza tion system. Som e top ics concerning w ith this

prob lem shou ld be explored furth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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