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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外贸依存

度不断增加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为了科学地讨论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本文在分析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选

取了 17 个国家 1990—2003 年的数据，进行了横向国际比较，并分析了当前中国

（不含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和日本战后经济起飞阶段的贸易依存度之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当前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象一些媒体所称的那样高，但快速

增长的趋势需要特别关注；（2）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一国经济的对外依

赖程度，需要提出更能科学地测量对外依赖程度的指标。

1 引言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

长，从 1978—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9.4%，2005 年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

9.4%。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之一是，我

国 对 外 贸 易 发 展 迅 速 ，1978—2004 年 进 出

口总额年均增长 15.0%；2005 年 1—11 月进

出口 12 82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随

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受世

界经济影响的风险也在逐步变大。如果一国

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不易正确把握参与

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动权，容易导致过度保

护政策或过度开放政策，不利于经济的长远

发展。因此，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充

分利用外贸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达到

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贸易结构最优化

和贸易主体合理化，既要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和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又要有利于优化产

业结构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

因此，科学评估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

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外贸依存度是国际

上常用的评估指标之一。按照通行的定义，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般

为一个年度"内对外贸易额在该国国民收入

或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被

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

度，其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在

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由于我国的服

务贸易所占比重很小，所以一般只计算商品

贸易额占 #$% 的比重，即商品贸易依存度。

采用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 #$% 数据进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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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 年我国的商品贸易依存度（商

品贸易占 $%& 之比重）接近 ’"(，!"") 年

预计将上升至 ’*(。而 !""# 年美国的商品

贸易依存度仅为 !)(，日本为 !’(。因此，

从国内层面看，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

直在大幅上扬；从国际层面看，我国的外贸

依存度明显地高于发达国家。

虽然外贸依存度的计算公式被广为应

用，但它能否客观反映一国经济的对外依赖

程度？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仅仅用外

贸依存度衡量对外依赖程度是否合适？这些

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在分析我国

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选取了

,* 个 国 家 ,//"—!""0 年 的 数 据 从 横 向 角

度进行国际比较，并对比分析了当前中国和

日本战后经济起飞阶段的外贸依存度变化。

希望通过这样的国际比较和对比分析，对我

们研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启示。

2 外贸依存度的历史发展趋势

分析图 , 可以发现，,/1)—!""# 年，我

国的外贸依存度（即商品贸易依存度）基本

呈上升趋势，并且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 一 阶 段 为 缓 慢 发 展 期 2,/1)—,//"

年3。!" 世纪 1" 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对外开

放的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但由于国内

紧缺资源和技术设备的大量进口，导致进口

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 二 阶 段 为 稳 步 上 升 期 2,//,—!"""

年3。此期间，我国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

率、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对外贸易，使

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达到 ,!4#(。外贸依存

度也一直在 0"(以上波动。我国具有优势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出口快速增长，

使出口依存度的增速开始超越进口依存度，

并推动外贸依存度稳步上升。

第三阶段为快速增长阶段 2!"", 年至

今3。我国加入 567 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

日益加深，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

益明显。需要指出的是，!""# 年外贸依存度

采用了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 $%& 修正数

据计算。如果采用修正前的 $%& 数据，!""#

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约在 ’/(。

3 国际比较

在 上 述 变 化 趋 势 研 究 中 已 经 发 现 ，自

!"", 年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增长 迅 速 ，

其中 !""# 年接近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

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很高呢？若能对外贸依

存度进行横向国际比较，或许能给出一个合

理的解答+0，)，’.。在本节中，我们选取了 / 个发

达国家和 1 个发展中国家，以各国 ,//"—

!""0 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就各国的商品

贸易、服务贸易加总的贸易依存度、商品贸

易依存度、商品贸易额在商品 $%& 中的比

重分别加以比较，以期得出对我国外贸依存

度的客观评价。

3.1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加总的贸易

依存度的国际比较

从 总 体 趋 势 来 看 （ 见 图 !），

,//"—!""0 年大部分国 家 的 商 品 贸

易、服务贸易加总的贸易依存度（简

称为贸易依存度）保持了上升态势，

这与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各国

间贸易往来密切 的 世 界 经 济 和 贸 易

的发展形势相吻合。但自 !""" 年以

来，部分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呈现了下

图 ! !"#$ 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

月报 %&&’ 年 !(!% 月》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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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趋势，典型的如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美

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和墨西

哥 在 !"""—!""! 年 也 有 所 下 降 ， 但 是 在

!""# 年随着经济复苏又出现了新的回 升 。

日本、印度、德国和巴西保持了缓慢增长，而

中国则成为唯一的增长异常强劲的国家。

根据这些国家贸易依存度的高低，可大

致分为三类作进一步的分析：

（$）高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高于

$""%的国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为代

表。这类国家往往资源较缺乏，以贸易立国，

其贸易依存度大大高于其它国家。

（!）较低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低于

#"%的 国 家 以 日 本 、美 国 、巴 西 、印 度 为 代

表。美国和日本虽然贸易额居世界前列，但

是因为它们的 &’( 基数大，其贸易依存度

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印度为强内向型经济，

贸易依存度也偏低。

（#）中等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集中

在 #"%)$""%之间，大部分国家位于此区

间。典型的如法国、意大利、英国，这几个欧

洲 发 达 国 家 资 源 有

限，国内 市 场 发 达 ，

因 此 贸 易 依 存 度 也

较高。韩国的较高贸

易 依 存 度 主 要 源 于

其 在 经 济 起 飞 阶 段

实 行 的 出 口 导 向 战

略。印尼大力发展服

务业，服 务 依 存 度 较

高。德国为世界第二

大贸易国 ，贸 易 依 存

度一向较高。

总 体 而 言 ，发 达

国 家 的 贸 易 依 存 度

普 遍 低 于 发 展 中 国

家。在分析中国的贸

易依存度时可以发现，从 $**# 年开始下降

后，在 $**+—$*** 年间保持了平稳态势，贸

易依存度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贸易

依存度国家中属于最低位。但是 !""" 年、

!""! 年尤其是 !""# 年的一连串强劲增长，

使 得 中 国 在 !""# 年 末 贸 易 依 存 度 超 过

+"%，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一跃成为中

等依存度国家中的较高者。最主要的原因是

中国加入 ,-. 后外贸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

了 &’( 的增长速度，比如 !""! 年、!""# 年

我国 &’( 分别增长 /%和 $!%，外贸总额增

长却高达 !!%和 #0%。

此外，从贸易依存度变化的幅度来看，

俄 罗 斯 、印 尼 、墨 西 哥 、巴 西 和 韩 国 波 动 剧

烈，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变化相对平缓（见表 $）。

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波动幅度最大的

几个国家都分别遭遇了剧烈的经济环境变

化：$**$ 年前苏联解体；$**/ 年亚洲金融危

机；$**0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 年巴西金

融危机。危机过后，贸易依存度的增长率出

图 ! 各国贸易依存度（图中不含马来西亚、新加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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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剧烈的正负交替变化。与印尼相比，同属

亚洲国家的韩国和印度的波动幅度略小，这

是因为印度属于内向型经济，而以出口为导

向的韩国在金融危机的应对方面要明显优

于印尼。分析结果还表明，这些国家的外贸

变化与 !"# 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其波动的

根源在于 !"# 的剧烈波动，如 $%%% 年巴西

的 外 贸 金 额 减 少 了 $&’，!"# 却 减 少 了

&&’，从而导致贸易依存度增加了 (%’。可

见，即使外贸发展保持了较稳定的态势，如

果宏观经济环境造成了 !"# 的剧烈波动，

贸易依存度也会呈现出大幅波动的现象。

与之相反，由于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较

为稳定，中国的 !"# 和外贸一直保持了上

升势头，$%%)—$%%% 年间 !"# 增长快于外

贸，而在 (*** 年以后的情形则相反。近年

来，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显著升高在于外贸增

长非常迅速，而不是像上述国家是由于 !"#

的巨幅变化而改变。

3.2 商品贸易依存度

的国际比较

一 般 地 ， 商 品 贸

易依存度按公式 “商

品贸易额 + !"#”进行

计算。进一步考 察 发

现，商品贸易依 存 度

可表示为“商品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

（$.服务贸易占贸易的比例）”。因此，一国的

服务贸易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该国的

商品依存度与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就越大。从

（图 &）可以看出，$%%*—(**& 年间，中国的

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平均比例远远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在全体样本中属于最低的，其

服务贸易还需要加大发展力度。

为了便于观察商品贸易依存度相对于

贸易依存度的变化情况，表 ( 的前两栏分别

列出了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

度，二者相比，名次有所变化的国家用粗体

标出。可以看出，当采用商品贸易依存度作

为衡量指标时，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

名，中国的名次有所上升。但是由于各国服

务贸易比重均不大，平均在 (*’左右，而且

基本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贸易依存度高的国

家，服务贸易比例低；而贸易依存度低的国

家，服务贸易比例较高，因此排名变化不大。

表 ! 各国贸易依存度 !""#$%##& 增长率均值和方差（不含新加坡）

贸易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

增长率均值(%) 增长率标准差 增长率均值(%) 增长率标准差

世界 1.90 3.62 印度 5.16 6.79

美国 0.84 4.26 意大利 2.14 6.97

英国 0.40 4.77 韩国 2.36 8.68

加拿大 3.67 5.21 中国 5.52 10.35

法国 1.29 5.32 巴西 6.01 11.13

德国 2.57 6.23 墨西哥 4.35 15.73

日本 0.94 6.57 印度尼西亚 3.47 24.31

马来西亚 2.90 6.57 俄罗斯 18.89 94.21

泰国 4.09 6.63

图 ! 服务贸易比例

国家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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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商品贸易 / 商品 GDP 的国际比较

因为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

一国 !"# 中的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该国的

贸易依存度可能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各国

!"# 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差异悬殊，如果不

考虑各国 !"# 构成 差 异 直 接 使 用 !"# 总

额比较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可能会包含不合

理的成分。因此，用商品贸易额占商品 !"#

（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的比重

来衡量各国贸易的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更为科学地反映一国贸易的国际化和开

放化程度。

从公式“商品贸易 $ 商品 !"#%商品贸

易 $ &!"#’服务增加值(”可知，一国的第三产

业在 !"# 中所占比例越大，该国的“商品贸

易 $ 商品 !"#”指标和商品贸易依存度相比

差别就越大。表 ) 的最后一栏给出了按照该

项指标各国由低到高的排名，用斜体和下划

线标出了与贸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度

相比排名变 化 较 大

的国家。从 表 中 可

以发现，印 度 和 印

尼的排名均 大 幅 度

下降，印度 成 为 样

本内排名最 高 的 国

家，而印尼 亦 由 以

前 的 排 名 第 *) 位

上升到第 + 位 。 说

明 与 其 它 国 家 相

比，这两个 国 家 的

第三产业比 重 严 重

偏小。中国 的 排 名

也 有 略 微 上 升 ，明

显低于世界 平 均 水

平。反之，发达国家

之间的排名 则 比 较

稳定。这表明：发展

中国家由于 第 三 产

业不发达，因此贸易依存度就有可能偏高。

3.4 中国现阶段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外贸

依存度的比较

日本在战后以“贸易立国”为国策 , 最

大限度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贸易

自由化和国际资本自由化的历史机遇,使其

成为出口和对外投资大国,促进了本国经济

的大发展，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其国

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从 *-./

年的 *0.1猛增到 *-2/ 年的 *3031，在资本

主 义 世 界 的 地 位 从 第 4 位 跃 至 第 ) 位 。

*-.+—*-+5 年 ， 日 本 的 出 口 年 均 增 长

*30.1，高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期

水平。*-+.—*-43 年，日本迎来了经济高速

增长的第二阶段，其间，实际国民总产值年

均 增 长 率 为 */0.1；*-+2 年 成 为 仅 次 于 美

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 大 国 ；*-+. 年 以

后，日本的对外贸易继续大幅增长；*-+.—

*-43 年间，平均每年有 5/ 亿美元的贸易顺

表 ! 各国依存度比较

国家 贸易依存度 国家 依存度 国家 商品 GDP

1 日本 19 日本 17 印度 33

2 巴西 21 巴西 17 巴西 37

3 日本 43

4 美国 54

5 世界 43 世界 35 中国 56

6 印度尼西亚 86

7 世界 87

8 法国 47 法国 41 意大利 91

9 英国 42 法国 102

10 英国 54 德国 47 英国 105

11 德国 56 德国 115

12 印度尼西亚 61 印度尼西亚 49 墨西哥 119

13 韩国 65 韩国 55 韩国 130

14 加拿大 71 加拿大 60 加拿大 152

15 泰国 98 泰国 83 泰国 153

16 马来西亚 189 马来西亚 165 马来西亚 282

备注：取 1990—2003 年间的均值作比较

商品贸易 商品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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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日本和中国的依存度与世界同期比较

1960-1973 年 1990-2003 年

指标 世界 日本 世界 中国

贸易依存度 25 20 43 44

商品贸易依存度 18 18 36 41

差。外贸顺差的结果不但使日本有可能

扩大技术装备、原料和燃料的进口，也使

黄金外汇储备逐年增加，日元的国际地

位 不 断 提 高 。 因 此 ， 本 文 选 取 了 日 本

!"#$—!"%& 年 与 中 国 !""$—’$$& 年 间

共 !( 年的数据样本，将中国现阶段和日

本战后经济起飞阶段的外贸依存度进行比

较分析。

首 先 对 两 国 贸 易 额 和 )*+ 进 行 观 察

（见图 (），可见受两国 )*+ 和外贸不同增长

情况的影响，两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出现了

一定的差异（见图 ,）。日本由于外贸和 )*+

增幅相近，因此贸易依存度一直稳定在 ’$-

左右。我国在 !""!—’$$$ 年间外贸和 )*+

的增长并不存在稳定的快慢关系但速度基

本持平，因此贸易依存度一直维持在 ($-左

右。进入 ’$$! 年后，随着外贸的大幅增长，

我国贸易依存度迅速上扬。对商品贸易依存

度的分析发现其结论与贸易依存度的类似。

为了排除由于所处世界经济环境不同

对于外贸依存度绝对大小的影响，分别将两

国的贸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度与同期

世界指标相比较如表 & 所示。可见，就贸易

依存度而言，日本低于世界同期，中国则略

高于世界同期，可以认为比较期内中国的贸

易依存度略高于日本，但不明显。就商品贸

易依存度而言，日本与世界同期基本持平，

而中国是显著地高于世界同期的，这与当今

中国的服务贸易比例低于世界同期有关。因

此，中国当前的外贸依存度其实并没有某些

媒体所称的那样高，但快速增长的趋势值得

特别关注。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考虑到两个

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进出口发展模式的不

同，以及不同年代所处世界经济环境的差

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可比性。

4 结束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

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都在

不断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

风险的增加。因此，科学地评价我国

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对制定相关战

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所开展

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一定角度为客观

分析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提供重要的

基础。根据以上对贸易依存度、商品

贸 易 依 存 度 以 及 商 品 贸 易 占 商 品

)*+ 比例的国际比较，可得出以下重

要结果：

（!）!""$—’$$& 年 间 ，中 国 的 贸

易依存度和商品贸易依存度均略高

于世界同期；

（’）!""$—’$$& 年 间 ，中 国 的 商

图 ! 中日两国依存度比较

图 4 中日两国贸易额与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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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珣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硕博连读生。!"#$ 年 % 月出生于重庆市，

$&&& 年 ’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主要从事“经济预测与分析”

研究。曾参与中国人民银行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先行指标与宏观模型研究”和商务部合

作研究项目“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研究”等，并且参与完成了中国科学院预测

研究中心的部分政策报告。

品贸易依存度占商品 !"# 比例低于世界同

期。

从当前中国与日本战后经济起飞阶段

的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可以认为：比较期内

的日本与当前中国的外贸的实际增长速度

是相近的，但中国的增长幅度波动较大；中

国 !"# 增长低 于 比 较 期 内 日 本 的 !"# 增

长，因此，比较期内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略高

于日本，但是相差不大。

因此，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仍属于正常区

间，但近年来增速加快，建议应对其增长动

因予以特别的关注。我们还需要深入开展研

究，提出更能科学地测量一国经济对外依赖

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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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open door and reform policy, so

has the foreign trade and trade dependence, which has been received redouble atten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ina's trade dependence with that of 16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that of Japan

postwar, for correctly evaluating the dependence of China's economy on trade. Our results show: (1) the fast

growth should be noted much, though China's trade dependence is not very high up to now; (2)further

modification or substitution of indicator should be obtained to measure the dependence of China's economy on

world scientif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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