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4 
 

 

Policy Brief No. 201811                                               March 29, 2018,  

苏庆义：mathe_sqy@163.com 

 

中国扩大进口是世界经济一股“清流”①  

 

3 月 28 日的《经济日报》援引商务部官员报道称，为进一步扩大进口，相

关部门正在起草《关于扩大进口 促进对外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有望近期发

布。 

中国扩大进口的行为是世界经济的一股清流，将为整个世界谋福利。全球

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显增多。尤其是美国，出台的贸

易保护政策明显多于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是频繁出台限制进口的

措施。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受贸易保护掣肘的风险。中国扩大进口一方面释放积

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开放合作的信号，另一方面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中国市场足够大，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很丰富、需求种类多样化，不

同国家均可以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找到自身的坐标，将自身优势产品出口到中国。

中国扩大进口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正能量。扩大进口当然也意味着中国国内

厂商会面临更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外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竞争，甚至不
                                                             
①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海外网，2018 年 3 月 29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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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某些产业、企业，以及该产业的工人。但和美国看到进口的消极一面相比，

中国更愿意看到进口积极的一面。中国愿意通过调整自身政策作为化解进口带

来的负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与美国奉行限制进口政策的浊流相比，中国扩

大进口实乃世界之清流。 

当然，中国扩大进口也是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作为，也有利于自身

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努力促进出口，通

过出口换来外汇、带来就业、促进增长。促进出口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

展过程中都要走的路，无可厚非。但中国入世至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中国出口

呈现井喷式增长、顺差也呈指数式增长态势，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大。目

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足够发挥各类作用，中国国内市场创造就业的能力也今非

昔比，中国增长也面临结构性转型。致力于实现贸易平衡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只是手段，发展中国家促进出口是为了换取用于进口的外

汇，进口才是目的，出口最终体现到进口中才能真正起到提升福利的作用。中

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扩大进口，弥补自身生产的不足。这既在短期内提升消

费者福利，又能在中长期范围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从而有助于缓解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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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进口体现大国担当，造福世界、利于自己，但应该认识到，扩大

进口对于中国贸易再平衡、削减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有一个过程。扩大进口是福

音，但不是点金石。世界应该对中国有足够耐心。 

首先，中国扩大进口主要还是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进口取决于企业决策，

政府可以鼓励，但不会强求。如此，企业决定从哪个国家扩大进口、哪些行业

会扩大进口等都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中国的贸易顺差

可能会削减，但具体到双边贸易差额，可能会有调整。 

其次，尽管提升消费者需要的最终品进口会降低中国贸易顺差，但是中国

扩大生产需要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可能会有利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中国生产和出口能力，从而缓冲扩大最终品进口对贸易顺差的削减作用。 

最后，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确实较大，出口额是进口额的 1.23倍，这意味

着即便中国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顺差规模也会扩大。只有当进口增速大过

出口增速一定程度之后，顺差规模才会减小。中国的扩大进口并不是简单的增

加进口，而是提升进口增速，从而使得进口额增速明显高过出口增速，最终起

到降低贸易顺差的作用。但这并不会一蹴而就。 

总之，在硝烟弥漫的贸易战面前，中国致力于扩大进口的行为值得点赞，

将造福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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