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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从去年同期的10.6％下降到6.1％，出口则下降了20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有多少是出口下滑造成的呢？ 

通常有两种方法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 
  

一种方法是看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根据这种方法，因为出口

占中国 GDP的比重是35％，所以一季度出口下滑20％应该 造成GDP增长下降 

7％（35％x20％）。这显然远远高于实际的下滑速度。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净出口为依据。数据显示，净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是6％，

跟去年同期比较，一季度净出口增长了50％。也就是说，外部需求应该拉动中

国经济增长3％，而不是削弱经济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出口加工贸易。中国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部

件，组装生产后，再出口。出口的下降势必带来进口的下降。更为重要的是，

净出口不能反映外部需求下降对于国民收入其他部分的间接影响。 
   
当外部需求减弱导致出口下降，出口产业的失业率上升。人们的消费意愿也会

随着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长而下降。有些企业需要停产或关闭，其他幸存的企

业则会 减少投资。  

 

地方政府也会喊停原本计划为吸引出口产业而准备进行的基础建设投资。因而

，消费，投资以及政府支出都会下降，这也会引起进口需求的进一步下降。 
  

从长期来看，出口下降也会导致生产率增长下降。中国的出口企业中很大一部

分是外资企业。这些企业在使用比较先进的技术的同时，也把这些技术引入中

国。出口的下降，外国投资的放缓，也就降低了这种由出口和外资带来的技术

转移的益处。 
  

要完全分离出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简单，一个原因是出口下降时，政府

会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部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衡量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存度呢？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研究

人员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考虑了出口对国内经济的间接影

响。 



根据1992到2007年中国各省份的数据，他们发现出口增长10%会拉动GDP在中

长期增长2.5%。这就意味着，出口下降20%会造成GDP在中长期下降5%。这个

数字和一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下滑速度颇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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