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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貼美國1600億
張茉楠：中美貿易不平衡「世界工廠」乏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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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
今年外貿將呈順差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中國因長期

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初級製成品而被稱為「世界工

廠」，此種經濟發展模式在給中國帶來外匯收入的同

時，其弊端亦開始逐步顯現。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

究員張茉楠日前發表文章指出，全球貿易之下，中國不

斷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生產要素和初級產品，相反則進

口價格昂貴的工業製成品，中國因這種價格差，以及購

買回報率極低的美債，每年約向美國提供

200億美元（約1,600億元人民幣）的補貼。

目前，中國對原油、鐵
礦石、氧化鋁、天然橡膠
和鎳的進口依存度已經在
40%至60%之間的高度，如
此大的需求之下，中國在
大宗商品價格方面卻嚴重
缺乏話語權。文章指出，
隨㠥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
攀升，中國為此付出了更
多外匯。
此外，包括中國在內的

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相對落
後，這就導致在全球貿易
之下，發展中國家多以低
廉的初級產品交換發達國
家的高昂的工業製成品，

形成了「進口高價格、出口低價格」的尷尬格局，而中美兩國互為
貿易大國，這種尷尬的貿易局面更為突出。

外資在華投資收益率高
同時，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等成本較低，與發達國家形成了

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這種價格差亦被金融資本視為紅利，在全
球貿易下，儘管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資本流動獲得了貿易強勢，但
其產生的利潤來源卻是價格體系扭曲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要素價格
紅利亦倒貼了發達國家的國民福利。而從資本回報率分析，國際資
本在1995—2005年間投資於新興國家的利潤回報率為15.3%，在中
國的投資收益率更是長期維持在20%左右，這種高收益率很大程度
上緣於勞動力價格長期扭曲，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卻遠遠低於資本
回報率的增長。

購美債僅獲偏低回報
文章進一步指出，作為發展中國家，國際金融市場籌措資金要被

強加風險溢價，這種前提下，多數發展中國家則會把外匯儲備投向
流動性高的美國國債。
現時中國外儲已逾3萬億美元，其在大量購買美債時卻只能獲得

很低的回報率。文章據此估算稱，中國通過提供廉價商品和購買美
國國債，每年約向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補貼。
此外，為招商引資，中國許多地方政府多以零租金等向外商提供

土地，這意味㠥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是在土地資源價格存在大
量扭曲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正是這種扭曲在某些行業和地區造成了
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以低價的中
國製造出口全球，並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3日
在第十三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發佈會時表示，目前從整
體看，中國今年外貿發展態勢良好，進口強力增加，月進口屢創新
高。全年中國外貿仍將呈現貿易順差格局，貿易順差佔中國GDP
比重有望進一步下降，中國對外貿易將向更加平衡、諧和的方向發
展。
蔣耀平指出，儘管一季度相對出現了小額逆差，但整體來說，外

貿態勢基本實現平衡。他解釋道，今年一季度進口增速高於出口
6.1個百分點，是形成逆差的一個主要原因。而造成進口快速增長
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國際原油、鐵礦石等原料國際價格大幅度上
漲；二是中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國內消費不斷擴大，持續成型帶
動進口快速增長。

兩方面加大進口力度
就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問題，蔣耀平介紹，中國加入世貿組

織十年以來，包括機電產品在內的高新技術產品有了快速發展，高
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已從2001年的1,105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
9,050.8億美元，佔外貿進出口總額的30.4%，增長八倍之多。今年
一季度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達到2,228.2億美元，同比增長20.7%，
其中出口是1,186.3億美元，同比增長19.8%，進口1,041.9億美元，
同比增長21.8%，增幅高於出口增幅。
蔣耀平表示，中國政府正採取兩方面措施不斷加大進口力度，力

求促進貿易平衡：一是進一步加大對進口政策的支持力度；二是進
一步完善進口體系，提高進口便利水平，優化進口結構。

中國減持美機構債
總值94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財政部4月29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
6月30日，中國仍然是美國證券最大的海外持有國，價值為1.611萬
億美元，居全球首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已大幅減持包括「兩房」
債券在內的美國政府長期「機構債券」。數據顯示，中國持有的美
國政府長期機構債券總額為3,600億美元，比2009年6月底時的4,540
億美元減少了940億美元。

持美證券佔比不斷上升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若以外匯儲備值計算，自2002年至

今，中國持有美國證券佔中國外匯儲備的比重不斷降低，2010年這
一比重為65.6%。中國持有的這1.611萬億美元美國證券，包括1.479
萬億美元的長期債券，截至2010年6月，在中國持有的長期債券
中，長期國債佔1.108萬億美元，長期機構資產支持證券（ABS）為
2,980億美元，其他長期機構債券為620億美元。「機構債券」包括
「兩房」債券和證券，還包括其他美國政府機構債，比如政府國民
抵押協會。
過去幾年內中國持有美國證券總額佔美國所有海外持有量的份額

在不斷攀升。截至2010年6月底，中國佔其份額為15.1%，而這一趨
勢卻在2002年至2010年內不斷上升：2002年時中國持有美國證券總
額為1,815億美元，佔當時美國海外持有量僅4.2%，到2008年達到
了11.7%，而2009年後急劇攀升至15.2%的高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針對中國通過
提供廉價商品與購買美債，每年補貼美國200億美元的觀
點，此間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的專家均表示，經濟全
球化存在利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競爭與合作當
中，存在風險和損失不可避免，但不能以此否認經濟全球
化的有利一面，重要的是，中國應採取積極對策趨利避
害。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發展還相對落後，
仍然需要國外先進的技術，因此，全球化發展之下，用低價的初級產品來換
取製造業的不斷進步是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且這個過程從長遠來看，有利於
中國的不斷發展和創新。應該說，隨㠥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經濟已經躍
居全球第二，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可謂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提升競爭力增話語權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主任趙玉敏亦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經濟全球化存有利弊，強勢國家因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市
場而受益，弱勢國家則可能喪失原來支配的資源和市場而被邊緣化。儘管中
國在全球經濟的浪潮中，存有「進口高價格、出口低價格」的尷尬局面，但
這主要是由市場決定的，不能因此否認經濟全球化的有利一面。

建貿易夥伴磋商機制
趙玉敏稱，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產生利潤風險較大，例

如，農業需要依賴天氣，礦產業則需要巨額的投資，而這種投資資本則多是
來自於發達國家。因此，經濟全球化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應該
做的是如何提升自己，不斷提高自己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競爭力，進而掌握話
語權，而不是一味誇大經濟全球化的弊端。

針對如何趨利避害，逐漸掌握話語權，趙玉敏指出，從國家層面上來講，
政府應建立和貿易夥伴之間的磋商機制，並對經濟上存有分歧的地方，加以
溝通，探索共同利益點。而中國在此方面亦已經採取了許多扶持政策，包括
中國積極扶持企業到國外投資，購買礦山等，掌握資源的上游，進而掌握話
語權等；而從企業層面來講，企業自身則應不斷創新，同時，加強行業的整
合能力，提升整體談判能力。
此外，針對外資不斷進入國內，造成一些行業產生更多泡沫，趙玉敏稱，

外資進入若利用得當可帶來更多的就業和稅收。因此，在利用外資上，重要
的是如何引導，亦並非阻擋外資進入。　

經濟全球化 華須趨利避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
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最新報告中做出了一個驚人預測：
中國在2016年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
最大經濟體。據這份報告推算結
果，中國經濟總量將從現在的11.2
萬億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19萬億美
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8%。美國
經濟總量將從現在的15.2萬億美元
增至18.8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的
份額滑落至17.7%。不過，業內人
士普遍認為，「2016年中國趕超美
國」的說法並不太實際。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研究

員陶文釗說，IMF的購買力評價標
準不準確，它的「中國5年超美國」
估計「恐怕太冒進了」。中國現代
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
長陳鳳英說，去年人民幣對美元的
年均市場匯率約為6.77，而根據購
買力平價(PPP)所得出的匯率卻是
4.066元人民幣就相當於1美元，兩
者差距可見一斑。

美今年經濟或增3.5%
陳鳳英指出，如果按照市場匯率

來計算，那麼2016年中國的GDP總
量將是11.22萬億美元，美國仍然是
18.8萬億美元。照此計算，中國的
GDP超過美國要到2020年前後。
陶文釗認為，首先，美國今年經

濟增長可能達3%-3.5%，其GDP
可以佔到世界的27%左右，而中
國GDP總量目前只相當於美國的
1/3多一點，還要有相當一段時間
才能趕上美國。其二，中國在
「十二五」期間有意地要放慢經濟
增長速度，把經濟增速調整到年均
7%左右。其三，世界經濟也存在
很多複雜情況，都可能對中國經濟
產生影響。

中美人均GDP差距仍大
陶文釗則認為，中國GDP在10年

或者20年之後超越美國，這是有可
能的事情，但GDP總量超過美國並
不見得綜合國力就一定強過美國，
更何況中國的人均GDP還是人家的
幾分之一。陳鳳英稱，到了2016
年，中國人均GDP約為13,720美
元，而美國的人均GDP為57,330美
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證網》報道，
上星期六巴郡舉行股東大會，「股神」
巴菲特和其合作夥伴芒格都盛讚中國
的外匯儲備策略，認為這一策略不僅
推動了國內的出口，同時引進了世界
領先的技術。巴菲特說，世界上除了
中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不是靠借外債
起家，中國不靠任何外債能有如此迅
猛的經濟發展是人類文明的一大奇
跡。

不用擔心美國還不起債
目前中國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持有

巨額美國國債，巴菲特認為，若中國
外匯儲備由他管理，還是會投資美國

國債。雖然因為美元貶值的預期，國
債對於一般投資者不是一項非常好的
投資，但是作為管理外匯儲備的主權
基金，考慮的問題不僅僅是投資回報
率，還有許多政治因素。他認為放棄
美國國債，中國會得不償失，同時中
國不用擔心美國還不起債務。
當被問及是否會繼續投資中國時，

巴菲特表示，很期待優秀的中國企業
打電話給他，只要價格合適，公司業
績出色，他肯定會考慮。巴菲特還表
示，只要有機會，他會繼續投資香港
H股市場。

人幣兌美元肯定會升值
另外，芒格認為，中國在高通脹、

央行收緊貨幣政策上處理得很好。巴
菲特指出，任何經濟體都會有顛簸，
美國也有大的動盪。中國會遇到一些
顛簸，可能是通脹或其他，不管是什
麼，進步都不會是一條直線。中國經
濟在未來10到20年內一定還會表現出
色。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芒格再次
稱讚中國非常成功，而巴菲特表示人
民幣兌美元肯定會升值，但是漲幅不
會太大。

■巴菲特認為，若中國外儲由他管
理，還是會投資美債。

■中國近年積極扶持企業到國外投資，購買礦山等上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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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
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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