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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表明出口带动增长型战略的局限性 
 

报告强调平衡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必要性 
 

2010 年 9 月 14 日，日内瓦――贸发会议《201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贸发报告》)警告说，如果发展中国

家当前关于实现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战略严重依靠扩大出口，他们就应重新考虑其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

策。报告说，由于美国举债消费热潮已经结束，出口带动增长目标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制约。 

《报告》指出，美国经济将不再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无论是中国，还是欧元区，抑或是日本，它们

都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担当这一角色。该研究报告建议，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减贫的政

策的基础应该是，实现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均衡组合。 

《201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1 副标题为“就业、全球化和发展”，于今天发布。 

《2010 年贸发报告》论称，首先，并非所有国家都可同时以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功的――毕竟还要有一些

国家来充当出口商品的净消费国。其次，比起全球衰退前的那几年，全球出口市场的增长速度可能会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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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使得继续实施这种战略日益困难。第三，压低劳动力成本争得出口的成功，这种做法导致工资的

“竞相逐低”，这对于减贫和创造就业产生反作用。相反，各国应做出超过以往的努力，创造扩大固定资

本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可加快生产率增长和相应的工资增长。这将使国内需求稳步扩大，就业亦相

应增加。该项研究报告敦促说，发展战略需在加强国内需求和出口导向之间求得平衡。 

《贸发报告》警告说，在美国，消费下调似乎不可避免。随着该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家庭被迫减持高额

的债务，美国人已不像从前那样恣意消费。在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的消费支出吸收了全球产量的大约

16%。此外，该国必须处理的问题是，政府财政刺激措施将于 2010 年期间逐步退出，但同时，又有 800 万

因危机而失去的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重新承担作为全球需求火车头的角

色。贸发会议的经济学者补充指出，其它国家也不太可能插进来承担这一角色。 

在中国，现在官方政策的一项目标是，将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来源从固定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中国进

口已大幅增加，2010 年经常帐户盈余必将显著缩小。然而，中国的家庭消费仍只有美国的大约八分之一, 

而且消费的构成更有利于国内生产的商品。因此，中国远未具有成为全球增长唯一新动力的潜力。贸发会

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在《<贸发报告>概述》中指出，“美国和中国的调整加在一起，会对世界经济

产生通货紧缩的净效应。而这样的调整对消除大规模的全球失衡来说还是不够的。” 

《报告》论称，拥有最大盈余的工业化经济体进行扩张性调整是全球重新平衡的关键。在日本和德国，在

增加工资的基础上，家庭消费增加的余地很大。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国家从衰退中复苏的动力并未来自

国内需求的扩张。相反，像危机前一样，这些国家的复苏动力仍是强劲的出口增长。《报告》指出，欧元

区强调财政紧缩的做法进一步抑制了需求方出现大幅度需求刺激的可能性。 

《贸发报告》表示，通常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因而可能特别需要力求制定

比以往更加依赖国内需求的增长和就业战略。《报告》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以压低工资为基础的出口

导向型增长，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这是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时以该战略取得成功的，而且劳动

力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可减少的程度是有限的。在推行这种战略的国家中，就业问题往往难以解决，因为

出口要么未如预期增长，要么不去将生产率增益用于增加工资，通过增加国内需求创造新就业，而是将其

用在了降低出口价格上。 

1980 年至 2002 年，拉丁美洲的人均 GDP 几乎停滞，失业增加，平均生产率下降。在非洲，20 多年的正

统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改革，在创造快速和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有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尤其如此。报告指出，“到 1990 年代末，该次区域的生产结构仍令人回想到殖民时期，绝大部分由农业

和采矿业构成。”该研究报告指出，即使在 GDP 和生产率保持多年快速增长的亚洲，也需要加强创造就

业的国内动力，以便为大量劳动力提供体面工作。 

从 2003 年直到 2008 年危机前夕，在所有发展中地区，增长和收入都有显著改善。其部分原因是，这些国

家重新转向更具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主要是由于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支持效应。《贸发报告》警告

说，今后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可能不会那样好了。这突出表明，增长战略需以国内需求为重点。 

然而，素帕猜·巴尼巴滴秘书长在《<报告>概述》中表示，“重新注重加强内需作为创造就业的引擎，减

少像过去许多国家那样过度依赖出口来实现增长的情况，这不应被视为退出全球经济融入。”发展中国家

需赚取外汇，为其所需进口品，尤其是资本货物的进口提供资金。此外，企业间的国际竞争可激励生产国

在其贸易品行业中进行创新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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