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美经贸纠纷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美方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其理由是中

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顺差。中方则认为，

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中

国顺差扩大最快的几年，也恰恰是人民币

升值最快的几年。但是，美方却不理会这

一点，继续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上，提议各国将经常账户差额（指

对外贸易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比重控制在 4%以下，从而变相施压人民币

汇率。

实际上，美方的理论依据建立在这样

一个模型上：提高贸易双方中一国的汇率，

一方面会提高该国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

从而减少国外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降低

出口额；另一方面则会降低国外进口商品

的国内价格，增加进口额。于是，这两个方

面的效应就会减少该国的对外贸易顺差。

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国贸易模型。像

越南这样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由

于不能使用其本国货币越南盾来支付，只

能用对方国家的货币或第三方国家的货币

如美元来支付，因而，汇率变化对这些国家

的进出口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美

国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使用的是自己印制

的美元，因此，汇率的变化根本不会影响美

国大量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反而是其他

国家的货币越升值，也就是说美元的面值

越贬值，美方越有动力拿这些贬值的美元

去套购别国的财富。因而，人民币相对美

元升值，不仅无助于减少反而会增加中国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顺

差扩大最快的几年，恰恰是人民币升值最

快的几年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

差，与美国在华投资存在巨大关系。显然，

美资企业在中国获得的投资利益是要转化

为美元的，而这些美元最终只能来自美国用

于购买中国商品所支付的美元。从而，美资

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利益越多，中国的对美贸

易顺差也越多。既然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

碍已经大量进入中国的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

获得利益，那么，人民币升值就不可能消除中

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如果中方不能将外

国资本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大大降低，

那么，即使强行减少顺差，也不可能把经常项

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4%以下。

因此，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关键

在于美国，在于美国资本在华的投资情况

和美联储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在于

人民币的汇率。从汇率角度来着手减少中

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无论是由中方采取相

应措施还是由美方采取相应措施，都起不

到显著效果。

实际上，美国在华的大量投资和中国对美

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往好的方向说，那是中国

对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贡献。中国

以自己的对外开放，让其他国家共同享有中国

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好处。但是，中国的这种

贡献反而被解释成不公平的贸易和生产政策，

成为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经济压力的原因。

无论如何，美方纠缠中美贸易差额这件

事提醒我们，要在引进外资上具有更全局、

更长远的考虑。一是要适当控制外资依存

度，降低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过高比

重，给国内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更多发展

空间；二是要坚持以市场换市场原则，要求

外国对等开放，减少对中国内资企业收购外

国企业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也能够在海外

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通过这些利益向中国

转移时转化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以此来抵

消部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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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商界领袖、政治家和社会活

动人士每年必不能缺席的重要场合，多年

以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完美地折射着

东方与西方各经济势力的再平衡。刚刚结

束的 2011 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不断释放出

这样的信号：全球经济实力正向新兴经济

体所在的东方转移。

作为“首当其冲也是最重要的”新兴经

济体——中国，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走

上了世界经济的核心舞台，加之 2011 年适

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0 周年

的重要时点，中国元素再次成为达沃斯论

坛的焦点和亮点。

记者了解到，今年论坛的第一场讨论

就被命名为“洞察中国”。达沃斯论坛历史

上第一个以中文为会议语言的分论坛主题

是“中国大陆企业的未来”。此外，论坛期

间还举办了以“中国对世界贸易和增长的

影响”、“中国在非洲”和“中国的海外形象”

等一系列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

另外，1 月 27 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

铭还出席了关于中国入世 10 周年的研讨

活动，并参加了 WTO 小型部长级会议，讨

论久拖不决的多哈回合问题。

自 2001 年 12 月正式成为 WTO 成员以

来，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历程步入了

第十个年头。在这 10 年里，中国不仅迅速

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体之一，成为世

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运用

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也渐趋成熟。

陈德铭介绍，10 年来，中国的平均关税

从 2001 年的 15.3%降到了 9.8%，并开放了

100 个服务贸易的部门；中国的出口规模和

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 4.9 倍和 4.7 倍；国民

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多。2010 年，中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量

超过 1.4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贸易量的 10%。

陈德铭说，入世的 10 年，是中国发展

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2001 年，中国人均

年 收 入 是 800 美 元 ，到 2009 年 已 增 长 到

2500 美元，并有 2 亿多中国人摆脱贫困。

另外，中国在这 10 年里吸引了 7000 多亿美

元外资，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480 多家已在

华开展业务。

在总结中国入世10周年成就的同时，陈

德铭还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也愿

意与各国共同维护全球多边贸易的新规则。

他说，中国当初加入 WTO 是一个“勇敢和艰

难”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加入 WTO 的 10 年

是与世界分享繁荣和实现共赢的10年。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应邀出

席论坛时也表示，中国加入 WTO 对于中

国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

中国一直以来也较好地遵守了 WTO 的规

则。“谁赢了？难道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

输了？难道中国输了，其他国家赢了？事

实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他说。

中国元素风靡瑞士达沃斯

贸易推广的专业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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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静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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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顺差与汇率关系不大
■ 余 斌

中瑞启动自贸区谈判

近日，中国—瑞士自贸区谈判在

瑞士达沃斯正式启动，中国商务部部

长陈德铭和瑞士经济部长阿曼出席启

动仪式，并签署了《关于启动中瑞自贸

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

部分地区仍面临拉闸限电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副司长王思

强 近 日 表 示 ，2011 年 主 要 耗 能 行 业

电 力 需 求 将 出 现 一 定 反 弹 ，部 分 地

区 仍 将 面 临 用 电 紧 张 、拉 闸 限电的

局面。

福建颁首批游艇“驾照”

近日，首批福建沿海游艇操作人员

适任证书由厦门海事局正式颁发，令以

游艇制造业为“龙头”，以游艇俱乐部、

游艇码头等配套建设为支撑的福建游

艇产业热升温。

（本报综合报道）

中国贸易报社全体同仁祝广大读者新春快乐

休 刊 通 知

尊敬的读者：

根据国家春节休假安排，我报社于

2011年2月2日至8日放假，其间，2月3日、

8日为休刊日，自2月9日起恢复正常出版。

特此通知

中国贸易报社

2011年2月1日

农历春节是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日

本的三大中华街每年也会在春节期间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展示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中国人过春节的心气。图为即将在春节庙会

期间满街游走的舞狮头。 （仲 鑫）

本报讯 2011 年春节黄金周人气城市

排行榜近日出炉。该榜单由中国旅游研

究院和携程旅行网的旅游专家研究分析

春节黄金周期间主要城市和旅游目的地

的酒店、机票预订状况，以及自由行、团队

游等出行情况，并结合网页浏览和搜索内

容，得出了最终排名。

与去年春节出行人气排行相比，2011年

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呈现出国内游冷热不

均、海滨度假最热、自由行更受青睐、出境游

强劲增长，以及港澳和东南亚依然占大半份

额等几大特点。从到达人数看，冰冻天气影

响了一些南方线路的旅游人气，在春节市场

表现不突出。香港、厦门、北京位列到达人

气城市“前三甲”。综合出行人气、到达人

气，春节黄金周人气城市综合排行前 10名分

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三

亚、重庆、中国香港、武汉。

同时公布的还有 2011 年春节黄金周十

大最受欢迎境外目的地，分别是：中国香港、

普吉岛、新加坡、曼谷、巴厘岛、首尔、马尔代

夫、柬埔寨、东京、吉隆坡。 （华 西）

上海领衔春节黄金周人气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