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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贸易扩张及其对亚太地区

贸易增长的贡献

李坤望"宋立刚!

摘"要"本文以%==#%"##U年为考察时段#从总体和产业两个层面#对

中国在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出口 增 长 中 的 贡 献 度 进 行 实 证 评 估&通 过 对 各 经 济

体出口增长来源的分解#我们发现 亚 太 地 区 的 贸 易 扩 张 越 来 越 依 赖 于 需 求 拉 动

的作用#而从需求方面看#中 国 对 亚 太 地 区 贸 易 增 长 的 贡 献 越 来 越 大#对 本 地

区经济的影响力已替代了日 本&东 盟 对 中 国 的 依 赖 程 度 越 来 越 高&一 个 以 中 国

为中心的更加紧密的东亚地区贸 易 关 系 正 在 形 成#这 为 今 后 该 地 区 区 域 经 济 一

体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利益来源&

! 李坤望#南开大学)宋立刚#澳大利亚 国 立 大 学&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李 坤 望#南 开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国 际 经

济贸易系#U###@%)电 话’#""D"U!#"=>U)+D.*(4’4(B0)O*)G!)*)B*(73N07,)&本 文 是 为"##!年%%月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北京论坛中的全球化与东亚制造业经济分论坛而准备的&这篇文章较早

的一个版本在"##!年>月"H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现代化+会议上被宣读&施炳展协助作者

作了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工作#张伯伟为本研究提供了&_+模拟结果#在此对他们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关键词"亚太地区#贸易扩张#国际产业关联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年间#
中国的_;‘年均增长率达到了=L!?)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 长 达 到 了%@?#
远远高于世界同期水平&进入"%世纪以后#这种发展势头依然表现得十分强

劲#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扩张令人称奇#在"%世纪初的三年里#世界经济处于

衰退状态#但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对外贸易发展几乎一年一个 台 阶&"##U
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U@L%?#达到了>!%"L%亿美元#其中进口为H%">LH亿

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

的贡献也第一次达到了%#?&"##H年#进 出 口 总 额 更 是 超 过%####亿 美 元#
并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普遍关注&相比之下#中国经济 高 速 增

长所引发的担忧却越来越多#近几年所谓 *中国威胁+的论调在慢慢流传开

来&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认为中国出口扩张#尤 其 是 劳 动 力

密集型产品的大 量 出 口#损 害 了 发 达 国 家 非 熟 练 劳 动 力 的 就 业 与 工 资 收 入#
并引发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中国业已成为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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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 可以参考最近中国与欧盟(美国关于纺织品,服装贸易的争端的报道&

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感受到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劲

竞争力所带来的压力#担心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不断上升会替代发展中国家同

类产品的出口&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还

担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 !:;<"可能会转移到中国#中国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担心贸易替代效

用和:;<向中国的转移会降低他们的出口和经济的增长#最终阻碍这些国家

的结构调整过程 !M*44#"##H)Q’*a*3NN()#"##H#c3(CC#"##H"&
虽然中国快速的贸易扩张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

的竞争压力#但事实上中国依据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不仅带动了本国的

经济增长#而且也增进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

在促进出口的同时#进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出口与经

济扩张#特别是进 入"%世 纪 以 来#中 国 在 世 界 经 济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越 来 越 重

要&本文以%==#%"##U年期间为研究范围#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出

口贸易增长中的贡献进行经验分析#本研究所选择的经济体都是中国在东亚

地区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地区(台湾 地 区#以 及 东 盟

!VQ+V8"!个主要成员’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另外#
考虑到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将美国也列入考察范围中#因

此严格说本文所指的亚太地区应是 *东亚X美国+&本文内容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对中国与地区内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特别是中国从这些国

家进口的发展及特征作描述性分析)第三节对本地区出口增长的源泉以及中

国在本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扩张中的贡献进行评估)第四节从产业层面上#
考察中国对地区内其他经济体出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最后是结论性评论&

二!贸易改革!比较优势和中国贸易的崛起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突出表现与国内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它与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一起#通过专业化分工(市场规模扩大(伴随外国直接投

资而产生的技 术 进 步 一 起 直 接 影 响 了 中 国 对 外 贸 易 的 绩 效 !Q-)G*)NQ0)#

"##U"&中国的贸易扩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潜在的比较优势驱动的’一开始

中国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随着经济增长#资本不断积累使得

比较优势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所以#要素禀赋与贸易模式之间的关

系随着时间动态变化#这样就支持了动态比较优势的假说#这个假说认为随

着禀赋变化#比 较 优 势 会 发 生 转 移#这 些 变 化 导 致 了 巨 大 的 出 口 供 给 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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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和%=$$W"&
随着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产

业不再是中国的最优选择 !Q-)G*)NQ0)#"##U"&正如麦金农 !%=@U"所指

出的’*限制进口使得相对于本国劳动力(资本(中间投入品以及类似的出口

品生产者必须支付的成本而言#对外国货币的有效需求降低#结果降低了外

币的价格&因为出口商在 外 汇 市 场 上 以 比 较 不 利 的+实 际 *汇 率 卖 出 外 币#
他们的利润缩减了#这减少了传统的出口量#阻碍人们 进 行 新 的 出 口%%%特

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出口+!%UH页"&进一步地#为了达到 c]Z要求而进行的

国内改革进一步使得中国的贸易体系有所改善#透明度和效率提高#促进了

进口的扩张&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将

为中国贸易伙伴提供巨大的出口机会#尽管事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这

些经济体带来的更多的是竞争压力&
在%==#%"##U年 这 段 时 间 里#中 国 的 出 口 和 进 口 分 别 以 年 均%$?和

%@?的速度增长#这段时间内出口增长了$倍#进口增长 了$L@倍&比 较 而

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和>L@?&中国占世界总出口

量的比重从%==#年的%L>?上升到"##U年的!L=?#中国占世界总进口量的

比重从%==#年的%L!?上升到"##U年的!LU? !附录&中的表&%"&
以上数字表明#自%==#年代以来#中国在经历了 出 口 高 速 增 长 的 同 时#

进口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实际上#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进口的大量增加#因为中国的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加工贸易#即从

境外进口全部或部分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 等#经 加 工(装 配

后再出口#目前中国总出口中超过一半的贸易是加工贸易#例如#"##U年加

工贸易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已达到!!L"?"#这也是中国进口扩张超过出口扩张

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中国商务部!"##H"#1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

在中国进口方国别分布方面#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于亚洲#特别 是 东 亚

地区&表%表明#在%==#%"##U年间#日本基本上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

方#其占中国进口的份额由%==#年的%HL"?上升至"##U年的%>L#?)其次

是欧盟#但%==!年 后#欧 盟 在 中 国 进 口 中 所 占 份 额 出 现 下 降 趋 势#到"##U
年#欧盟在 进 口 中 比 重 为%UL"?)美 国 的 地 位 在 此 期 间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

%==#年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进口国#占中国进口份额为%"L"?#仅次于日本

和欧盟#但到了"###年#美国逐渐被台湾地区(韩国和东盟所超越#市场份

额不断下降#到"##U年#美国在中国进口中的比例已跌至>L"?#落在日本(
台湾地区(东盟(韩国之后&相比之下#东亚经济体除香港外对中国 进 口 的

增长更 为 快 速#地 位 在 不 断 上 升#截 止 到"##U年#台 湾 地 区(东 盟!国

!VQ+V8!"和韩国已分别上升为中国的第U(H(!大进口方#在中国进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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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份额分别为%%L$?(%%L#?和%#LH!?&从表%中市场份额的变化来看#
东亚经济体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而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力则相

对有所衰落&从直观看#中国对东亚经济体出口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

表%"%==#%"##U年间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 !?"

%==# %==! "### "##U
亚洲 H% H@L% !#7$ !H7=
东盟 !7$ @7H >7= %%
香港 "@7% $7! =7$ "7@
日本 %H7" "%7= %@7> %>
韩国 #7H @7> %# %#7!
台湾 %%7" %%7U %%7$
美国 %"7" %"7" =7$ >7"
欧盟 %@ %$7% %U7H %U7"

""资料来源’<E:#J5/!>"5B.B@O/#F!H"#"5="5>=&!#/KBBP#各年份&

亚太地区 不 同 经 济 体 向 中 国 出 口 的 商 品 结 构 存 在 很 大 差 异&表"显 示#

%==#%"##U年间#美国对华出口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美

对华出口商品中的份额一直保持在@#?左右)中国从美国进口第二多的是农业

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在"#?左右)中国从美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

产品则相对很少#但后者的比重在逐步提升#这反映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

加&日本对华出口的商品结构与美国较为相似#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在

稳步上升#由%==#年的>%L>?提高到"##U年的>>LU?)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

品#但比重在不断下降#由%==#年的%%L!?降到"##U年的$L>?&从上述结果

中不难发现#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双边贸易与比较优势原则是相吻合的&
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在%==#%"##U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

纪=#年代初#中国从东盟的进口主要以农业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年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类别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密集型(能源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到了"###年#东盟对中国出口已经以资本

密集型为主#其次才是农业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品#"##U年资本密集型产

品的份额继续提升至@"L%?#而农业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则一直

下降&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型态似乎难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一

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在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等方面比较相近#按道理

双方之间的贸易 机 会 应 该 不 会 太 多#但 事 实 是 双 方 之 间 的 贸 易 越 来 越 密 切#
已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它们之间的贸易密集度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双

方之间的贸易型态也与众不同#通常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的进口以资本密

集型产品为主#但现在同样的情形却发生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上#而且

这种情况用所谓的 *雁行模式+ !a45()GG33C3"无法解释&具体到国家而言#
结果又有所不同&其中#中国从印尼的进口主要还是以农业密集型和能源密

集型产品为主#但 份 额 却 在 不 断 下 降#而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比 重 不 断 上 升)
中国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年代初主要集中于农业密集型产品#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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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农业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份额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从马来西亚进口的资本

密集型产品份额则急剧攀升)菲律宾(泰国的情形与马来西亚相似)新加坡

的情况比较特别#与其他东盟成员不同之处是其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密集型产

品份额相对较高#这可能与新加坡作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地的角色有关&

表""亚太地区中各经济体对中国出口的商品构成 !?"

农业密集型 能源密集型 劳动力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印度尼西亚

%==# !%L#H "!7H= #7"> "U7%=
%==! H#7"@ U>7=$ H7$H %$7%U
"### U@7%> "$7## !7U! U%7H@
"##U U#7># "U7=U !7#" H#7"!
日本

%==# H7%@ "7H@ %%7H= >%7>@
%==! "7$@ U7"@ %"7#H >"7#"
"### "7%$ U7=H %#7@U >U7%@
"##U %7!% U7H% $7>" >>7"$

马来西亚

%==# @>7$@ @7H$ %7U> %"7!#
%==! $$7U# $7%! H7UU "U7"U
"### "%7H! =7H! "7U= $$7@%
"##U %H7U$ @7$> %7U" @$7$!
韩国

%==# %@7U= %7@= "#7UH $#7H>
%==! %U7H# !7U= "%7$H !=7!$
"### @7H@ %%7$@ %U7!# $@7U@
"##U U7%! $7@@ @7!" >"7!$

菲律宾

%==# U%7$@ U#7%% %7H% U$7>%
%==! ""7## $%7%= U7$= %U7%"
"### $7># %"7$% #7$= @=7=#
"##U "7U% H7!$ #7U! ="7@=

新加坡

%==# %=7!U H>7U= U7$H ">7HH
%==! "#7=U U%7=! %#7!U U$7!=
"### %7!U %>7%" "7@H @@7$"
"##U %7U" %!7># "7%@ >#7@%

台湾地区

%==# @@7># %7#$ @7U# %U7>H
%==! U@7H# H7$> %U7@H HH7%=
"### "%7"" %#7#" U7%H $!7$"
"##U %@7"U >7!! "7== @%7"U
美国

%==# "!7$@ "7@% "7$! $>7=@
%==! "!7>U H7%" U7H> $$7!@
"### %$7!% !7%@ "7## @$7U"
"##U "#7#$ !7#@ "7"" @"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21*N3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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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盟对中国出口有一个突出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对中国出 口 的 劳

动密集型产品相对较少#这反映出与中国相比#东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

竞争力相对较弱#因此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东盟向中国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

产品这一现象应当与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大量直接投资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

系&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型态系与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型态存在着

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但两者之间的决定因素则不同’东盟%中国之间 的 贸 易

关系#与跨国公司在东亚直接投资所引发的地区内部国家间产业内分工的形

成有很大的关系#而要素禀赋等传统决定因素的表现并不明显)美(日(韩

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则更多地反应出技术(要素禀赋等因素的作用&尽管存在

这么多差别#但中国从东盟成员的进口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它们

向中国出口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的比重都偏低&
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我们使用了出口相似

度指数#其定义是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商品构成与东盟向中国出口商品的商品

构成之间的相似程度&这个指数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大说明两国的出口结构不

断趋同#但同时这也说明两国在第三国市场竞争加剧&另外一方面#指数的

下降说明这些国家在第三国市场进行了专业分工&另外#如果一个发展中国

家和一个发达国家间发生了趋同#那么这个指数的上升也可以理解为反映了

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 !S0*)NQ-)G#"###"&
表U给出了中国和东盟五个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出口相似指数&除了印度

尼西亚和菲律宾之外#中国与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之间的双边出口

相似指数稳步上升 !分别在%?#!?#%#?水平下显著"&中国和东盟三个成

员国在贸易方面相似程度的上升说明它们间的工业和出口结构有趋同的趋势#
在第三国市场上 的 竞 争 也 会 越 来 越 激 烈&这 些 国 家 出 口 结 构 相 似 程 度 提 高#
加上双边贸易数量的增加#说明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模式更多的是产业内贸

易而不是产业间贸易&或许#这种贸易重叠程度的增加#再加上本地区所存

在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纽带#将进一步带动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

易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之间快速扩张的双边贸易说明两者间开始出现一种新

的贸易模式&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V"的形成#即所谓的 *%#X%+会进一

步促进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发展&为了衡量这个:]V对这个地区各国可能

有的影响#我们采用以_]V‘为基础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_+"进行

模拟分析#检验中国与东盟实行了自由贸易后#对中国从这个地区中各国的

进口将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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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U"%==!至"##U年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出口相似指数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台湾地区

%==! #7UU# #7!"# #7U#@ #7!!@ #7HU!
%==$ #7U"" #7!"= #7"!$ #7!#H #7U>%
%==@ #7"@H #7!U@ #7H"$ #7!%U #7H@=
%==> #7U%H #7!$% #7$#@ #7!!U #7!#=
%=== #7U#% #7!=$ #7$$H #7$U@ #7$#!
"### #7"HU #7$U! #7$%" #7$!# #7!!H
"##% #7"== #7$UH #7H%# #7$%# #7!%H
"##" #7UU" #7$UH #7H%= #7!@H #7!!#
"##U #7U$= #7!U= #7H$% #7!>! #7!#"

QI3*1.*)系数 #7UH! #7@@#!!! #7!#U #7!>>! #7$=@!!

8值 #7U"> #7##= #7%U> #7#@H #7#"!

""注释’带有!!!#!!#!的估计分别表示在%?#!?#%#?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21*N3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

模拟分析以%==@年为基期#考察中国与东盟之间实现自由贸易后中国从

区内经济体进口的变化&表H给出了模拟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

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会极大地推动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尤其对与中国发展水

平更接近些的两个东盟成员菲律宾和泰国的影响更显著)对 *%#X%+区外的

经济体而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对他们对中国的出口并没有造成

负面影响#但促进作用也并不大&

表H"*%#X%+的形成对地区内各国向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变化率’?"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新加坡 台湾地区 泰国 美国

">7U> "=7=$ %7%= #7#U U$7%" "=7@! #7H" U#7#U #7!%

""资料来源’由张伯伟教授根据_]V‘模型计算得出模拟结果&

三!中国对亚太地区出口增长的贡献

%==#%"##U年间#亚太地区是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对外贸易

的扩张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期间东亚%#个经济体加上美国的出口总

额增长了%LH倍#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这两个

发达国家#当然增长最快的还是中国#其次是东盟(韩国(台 湾 地 区(香 港

地区#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增长速度最低&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

源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作者采用附录V中描述的方法#将这个地区十一个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分

解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需求效应#这是由于全球贸易扩张所引发的一国出

口的增长部分&第二部分是竞争效应#它衡量的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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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长的贡献#一般来说#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意味着该国的出口增长

速度要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份额将上升#因此出口市

场份额的变化可以反映该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理论上讲#这两部分效

应决定一国总出口的增长#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两部分之和与总增长率之间

存在偏差#造成偏差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一些诸如各国之间地理临近(社会

文化联系(政策安排等等原因#会使得一国对外贸易在不同贸易伙伴之间不

是均匀分布的#即与不同贸易伙伴的贸易密集度的差异会造成前两部分效应

之和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偏差#为此#这里引入第三种效应’区位 效 应#用

来估算前面提及的两种效应之外的其他各种影响因素&
表!给出了这%%个国家三种效应的分解#以及这个地区总的出 口 增 长&

第一#亚太地区的总体出口增长中需求效应非常明显&总的来说#在%==#%

"##U年间这个地区的总出口增长了%H"?#其中%U!?可以归结为需求效应&
需求效应可以解释=!? !%U!?,%H"?"的增长#而竞争效应可以解释"!?#
区位效应为负的#该效应为\%>L>?&

第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更多来自于国际竞争力的 改 善&中

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更多是依靠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动本国出口

增长)而对新型工业化经济体 !8<+C"而言#需求效应的贡献超过了竞争力

效应)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衰落#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为负#发达国家

的出口扩张更多地是依赖外部需求的拉动作用&这说明发达国家在多种制造

品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乃至丧失&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需求效应很重

要#但是竞争力效应对于维持出口的快速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表!"地区内各国出口增长的分解 !?"

国家 总量 需求 竞争力 所处位置

!*"%==#%"##U
中国 !=>7U# %U@7%! !%"7%U \!#7=@

香港地区 %@"7!H "!$7#! >U7#% \%$$7!"
印度尼西亚 %U@7!$ %%@7$H %$7U# U7$"

日本 $H7@H %H#7$= \$%7"= \%H7$@
韩国 %>H7"H %%$7%H $%7>H $7"$

马来西亚 "!$7@> %"!7%H %U>7U% \$7$@
菲律宾 UH"7%# %"H7$> ""H7@$ \@7UH
新加坡 %@>7$H %H#7%! !@7"> \%>7@>

台湾地区 %@H7!> %H@7$# $#7#" \UU7#U
泰国 "H>7%@ %"%7@H %"@7!> \%7%!
美国 >H7#> %%#7$@ \U!7"% >7$%

亚太地区 %H"7H" %U!7@> "!7H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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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总量 需求 竞争力 所处位置

!W"%==#%%==!
中国 %U@7UH >!7## %%!7!! \$U7"%

香港地区 %%%7"> @H7"U @@7@H \H#7$=
印度尼西亚 @$7=U !@7"= UU7"# \%U7!$

日本 !H7#% $#7UU >7$> \%!7##
韩国 =U7$H !"7%" H=7!% \@7=>

马来西亚 %!#7!= $@7U% %%=7$@ \U$7U=
菲律宾 %%"7## !H7>% $=7>H \%"7$!
新加坡 %"$7#= @H7@" =H7!% \HU7%H

台湾地区 >$7@H $$7=H H$7HH \"$7$H
泰国 %H@7=U !!7H! %#>7U! \%!7>@
美国 H>7H" H!7## "7U% %7%%

亚太地区 @H7U$ !@7>H U"7$> \%$7%$
!,"%==!%"###

中国 $@7U# "U7!% U@7!$ $7"U
香港地区 %$7U> H!7>H \%U7!U \%!7=U

印度尼西亚 U$7@% "!7"= >7"U U7%=
日本 @7=" U%7>U \"#7=" \"7==
韩国 U#7>! "=7%! "7!= \#7>>

马来西亚 UU7%H "!7@! H7@$ "7$U
菲律宾 %%=7=U U"7"= =H7!% \$7>>
新加坡 %@7=% "H7#= \%%7U> !7"#

台湾地区 U"7$> U"7!# H7!H \H7U$
泰国 "#7!$ "$7H% \@7$% %7@$
美国 U"7U% ""7!> U7>! !7>=

亚太地区 "@7!H ">7HH \%7%= #7"=
!N""###%"##U

中国 @!7>@ %#7$U !H7U! %#7>=
香港地区 %#7>U U$7H" \>7"# \%@7U>

印度尼西亚 \%7@> %%7=$ \%>7@% H7=@
日本 \#7>= %!7%! \%>7U> "7UU
韩国 %"7%> %>7H> \!7@> \#7!U

马来西亚 $7=H %#7UU \%#7"> $7>=
菲律宾 \!7%> =7#$ \"%7U@ @7%U
新加坡 H7@! %"7>" \%U7%@ !7%%

台湾地区 %#7>U "#7"$ \@7"H \"7%=
泰国 %$7H> %"7U! \%7U@ !7!%
美国 \$7"@ %=7U> \"H7H= \%7%!

亚太地区 >7=! %@7@> \=7U@ #7!H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第三#按不同时段考察#三种增长效应的动态特征是’需 求 效 应 在 本 地

区出口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贡献度逐步上升&由此可见#%==#年代

以来#需求带动在东亚地区出口扩张中的作用表现越来越显著#这一点也印

证了一个直 观 中 的 印 象’东 亚 地 区 同 时 是 世 界 经 济 和 国 际 贸 易 高 速 增 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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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评价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体贸易扩张中的作用&

这可以通过观察中国对这些国家出口扩张的需求效应的贡献来衡量中国对这

个地区内各国贸易扩张的影响&表$给出了估计的结果#为了进行比较分析#
我们还计算了亚太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对本地区各经济体

出口增长的贡献度&
在整个考察期内#整个地区出口增长需求效应中#美国 的 贡 献 最 大#占

%=L%?)其次 是 中 国#贡 献 度 为%$LU?)日 本 相 对 低 的 多#贡 献 度 只 有

HL$?&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和自"#世纪=#年代早期以来日本在亚

太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主导地位的下降&
但从不同时段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本地区出口增长需求效应中的贡

献在不断上升&"###年前#美国的贡献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年后#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作用急剧上升#美国的作用则急剧下降#而日本的

需求拉动作用则变得微不足道&到了"###%"##U年#中国在本地区出口增长

的需求效应中的 贡 献 已 提 升 到 了U"L>?#成 为 本 地 区 最 大 的 需 求 拉 动 因 素)
美国 的 贡 献 度 由 前 一 阶 段 !%==!%"###"降 至 最 近 的!L#?)日 本 则 仅 为

#LH?&
对具体国家的贡献方面#除菲律宾中美两国的需求拉动作用不相上下外#

对其他经济体而言#中国的作用都明显超过了美国#其中#中国对8<+C出口

增长的带动作用比对 VQ+V8的作用要更为显著&概括而言#中国 在 本 地 区

出口扩张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进入"%世纪后#中国已一跃成为本

地区贸易扩张的最大推动力;

表$"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对于地区内各国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的贡献!?"

中国 美国 日本

!*"%==#%"##U
中国 =LH% $7@"

香港地区 $H7!# %H7U$ %7H#
印度尼西亚 %!7U" U@7%H !7HH

日本 %>7HU %$7=> ""7@#
韩国 %#7%U UH7U" #7##

马来西亚 #7## %#7#@ U@7!=
菲律宾 %%7"" "#7$! @7$>
新加坡 H7#U H$7U" =7=@

台湾地区 @7"% "U7%U U7="
泰国 $7U> ">7HH >7>@
美国 @7U@ #7## @7#%
地区 %$7%! %=7%!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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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国 美国 日本

!W"%==#%%==!
中国 #7## H7>= @7U=

香港地区 H>7!! %!7=$ U7"=
印度尼西亚 @7U@ "$7U= >7%>

日本 >7"$ %%7"H U%7@=
韩国 !7%$ "!7@= #7##

马来西亚 #7## "$7== %!7U%
菲律宾 H7!! %"7U@ =7@H
新加坡 "7## UU7=H %!7H$

台湾地区 "7=! %U7=> !7#%
泰国 U7#$ "#7%" %U7">
美国 U7=$ #7## %%7@$
地区 >7"@ %H7H> @7U$

!,"%==!%"###
中国 #7## H"7>" %#7!"

香港地区 !%7#! ">7>U %7@"
印度尼西亚 "!7@% H!7"> H7$#

日本 %#7$H UU7UH %U7>!
韩国 %#7=" !"7HH #7##

马来西亚 %$7@@ U>7!H !7@@
菲律宾 $7== H>7>= $7"@
新加坡 "7$% $@7%$ $7U"

台湾地区 $7># H!7=" H7%=
泰国 @7$U H#7HH >7%"
美国 $7"$ #7## $7U"
地区 %!7=" UU7%@ H7""

!N""###%"##U
中国 #7## %#7$@ %7H!

香港地区 @=7"# U7H@ #7%H
印度尼西亚 !H7"% $7># #7H=

日本 U%7%U $7%= %7@=
韩国 UH7== %#7@$ #7##

马来西亚 H>7!H $7H! #7!=
菲律宾 "H7=! %#7@@ %7%$
新加坡 %$7#" %@7>! %7H=

台湾地区 "!7H% @7U" #7!H
泰国 "@7!% =7U! %7%#
美国 >7=% #7## #7H#
地区 U"7>! !7#% #7HH

""资料来源’作者自己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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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通过贸易与亚太地区形成产业关联效应

为了进一步分析 中 国 对 亚 太 地 区 内 各 经 济 体 出 口 扩 张 的 需 求 拉 动 效 应#
我们这里借助投入产出分析#在产业层面上考察中国通过贸易对地区内各经

济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我们引入了国际劳动分工指数 !<;M"&这个指数的定

义是’当中国对某个部门有一单位额外需求时#不同部门内一国增加的价值

相对于整个地区内增加的价值的比重&这个指数可以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构

建#这使得我们能够计算并衡量在产业层次上中国对地区内各经济体的影响

!要了解细节可以阅读附录R"&所需数据来自由日本亚洲经济研 究 所 推 出 的

%==!年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
表@给出了中国和地区内其他国家间的国际劳动分工程度&对每个部门

而言#不同国家 !不同行"的数值加起来为%#说明由于中国而产生的额外%
单位的需求在这些国家间进行分配&例如#在第一个部门农业(养 殖 业(林

产和水产中#如果中国有%单位的需求#那么其中=>?由中国来满足#大约

"?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分配&在地区各国中#美国和日本从这个部门

获得的收益相对其他国家要多一些&

表@"国际劳动力分工指数!<;M"’中国与其贸易伙伴

部门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中国 台湾地区 韩国 日本 美国

% #7##%# #7###> #7###%#7###H#7###!#7=>%U#7###=#7##%=#7##!%#7##@!
" #7##%% #7###> #7###%#7###@#7###H#7=@H"#7##%!#7##U%#7#%U%#7##H=
U #7##"U #7##%! #7###"#7##%##7##%%#7=$%##7##"U#7##H>#7#%>@#7##@%
H #7##%U #7##"U #7###"#7###>#7##U!#7=!$>#7###>#7##"@#7##>=#7#"%>
! #7##%@ #7##%= #7###"#7###@#7##%@#7=%>@#7##!>#7#"#$#7#U#"#7#%>!
$ #7#%!! #7#%"> #7###U#7##%U#7##%%#7=UH"#7##U##7##$@#7#%$U#7##>@
@ #7##=# #7##%$ #7###"#7##%H#7##%%#7=#"$#7##!$#7#%@U#7#"@!#7#UU@
> #7##U% #7##U> #7###>#7##%=#7##%H#7=%@H#7##$U#7#%HU#7#U#@#7#"#"
= #7#"%@ #7##UH #7###%#7##H##7###H#7=!#>#7##%"#7##H@#7##=H#7##H"
%# #7##$U #7##U> #7###H#7##%H#7#%@%#7=%=>#7##H>#7#%%H#7#"H"#7#%#>
%% #7##U# #7##%U #7###"#7##%%#7###@#7=$#=#7##"$#7##!!#7#%$H#7##>U
%" #7##U# #7##%H #7###!#7##%H#7###$#7=U=$#7##!=#7##@@#7#">"#7#%%@
%U #7##"# #7##"$ #7###U#7##%%#7###$#7=#""#7##%U#7#%#>#7#$#H#7#%@$
%H #7##"% #7##"U #7###U#7##%$#7##%U#7>=!H#7##@##7##=!#7#$#>#7#%@#
%! #7##"U #7##%> #7###U#7##"!#7###=#7=%==#7##H=#7#%UH#7#U!=#7#%>"
]-2*4 #7##U$ #7##"" #7###U#7##%>#7##%$#7=H#U#7##U>#7##>!#7#"H$#7#%UH

""注释’数值在文中定义)参考附录R列出的各个部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3VC(*)<)231)*2(-)*4<)I02DZ02I02]*W43%==!#日本亚洲经济研

究所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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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家而言从高到低的总排名依次是美国(日 本(韩 国(台 湾 地 区(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这说明中国增加的需 求 可 能

使得这个地区内的发达国家受益更大#而发展中经济体受益要小&例如#和

中国与除印度尼西亚以外的VQ+V8国家间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相比#中国 与

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国际劳动力分工水平 要 高 一 些&<;M的 差 别

说明中国对外贸 易 依 赖 于 发 达 国 家 和 这 个 地 区 中 的 8<+Q#其 程 度 要 高 于 对

VQ+V8的依赖&
具体到单个部门#中国在运输设备(机 械(化 学 制 品(纸 制 品(印 刷 品

和纺织品等方面的<;M指数相对要低#大概是=#?#说明中国对这些产品相

当大一部分的需求从世界市场上获得满足&例如#"#世纪=#年代中期中国对

机械和运输设备的需求主要从日本获得满足#其次还有美国&日本#美国加

上8<+C对于向中国提供制造品起到相对比较重要的作用&
比较而言#中国在类似农业(食品(能源和矿物等部门的<;M指数相对

比较高#这说明了 那 段 时 期 中 国 更 依 靠 国 内 供 给 来 满 足 对 这 些 产 品 的 需 求&
这些数值说明了中国相对依赖马来西亚来满足自己对木材的需求#依赖泰国

满足自己对橡胶的需求&
总的说来#中国和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国际劳动力分工的程度和模式很大

程度上反映各国潜在的比较优势&例如#和地区内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更依赖于进口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产品#出口劳动力密集程度最高水平的产

品&这和认为中国越来越多地从地区内其他国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结论

是一致的&
对于中国对能源和矿物质的需求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是以%==!年

的数据为基础估算出的结果&当时中国的能源和矿物部门的自给率还相对比

较高&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快速扩张#它将越来越依赖于国外的资

源#其中包括能源和原材料#来满足国内的需求&近几年中国对这些产品需

求的上升就证明了这一点&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从中国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如何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体

的出口扩张&我们分别从贸易和国际产业关联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对区内其

他经济体出口和产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自%==#年以来#中国在亚太地

区快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从%==#年以来中国已经取代

日本成为促进地区贸易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成为促进地区贸易扩张的强有力的发动机&中国对V+Q+V8的贸易扩张而言

变得更为重要#这是近年来VQ+V8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结果&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崛起对东亚其他国家造成了非常大的竞争压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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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也给其他亚太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为了利用这些机遇#中国和地

区内的贸易伙伴都有必要面向竞争不断加剧的地区经济#调整它们的产业结

构&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使得中国与地区及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和#以便增

加各国从中国的进口#鼓励中国向这些地区国家投资&
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更加紧密的东亚地区贸易关系正在形成&地区中各

国有必要保持开放#因为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地区在开放体系下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体系对于保证这个地区未来的繁荣起到重要的作

用&

附录V"出口增长来源的分解

W[!Z5X"代表某一区域的贸易矩阵#其中Z5X代表从5国与X国间的贸易量&

将一行相加得到总出口量!Z5"#将一列相加得到X国的总进口量!3X"&如下所示’

(
X
Z5X ’W5# !%"

(
5
Z5X ’ 3X% !""

"期和#期内X国总进口量的变化表示为

#X ’
3"X
3#
X
% !U"

它反映了本国进口需求的变化&

以5国家相对竞争力的变化来反映5国 在 世 界 市 场 上 地 位 的 变 化&这 可 以 用5国 出 口

在世界贸易!W1"中比重的变化来衡量

"5 ’
="5
=#5
’
W"5,W"1
W#5,W#1

% !H"

假设5国竞争力在所有市场上以同等速度变化#5国向X国的出口与5国总出口的增长

率速度一致&但是由于一些特定的效应#例如地理上的接近#贸易国之间的特殊贸易安排

等#在"时间实现的出口与假设的水平并不相等&没被解释的残差#简 单 地 说 就 是 区 位 效

应#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构建

!5X ’
Z"5X
Z,"5X
’
Z"5X

"5#XZ
#
5X
% !!"

重新排列上述式子#我们可以将等式 !!"表示为

Z"5X ’"5#X!5XZ
#
5X# !$"

所以5国在"和#时期内出口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下列三部分#

’W5’W"5,W#5 ’(
X
Z"5X,(

X
Z#5X ’(

X
"5#X!5XZ

#
5X,(

X
Z#5X

’(
X

!#X,%"Z
#
5X0(

X

!"5,%"#XZ
#
5X0(

X
"5#X!!5X,%"Z

#
5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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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 !@"右边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需求效应#第二个是竞争力效应#第三个是区位效应&

附录R"最终需求对地区内附加值影响的计算公式

%==!年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给出的中间交易部分包括十个国家的数据#即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 加 坡(泰 国(中 国(台 湾 地 区(韩 国(日 本 和 美 国&我 们 用

2[!K"#5X"代表 *逆矩阵+#即著名的 *里昂锡夫逆矩阵+#其中

"表示供给国 !"代表%#个国家")

#表示需求国 !#代表%#个国家")

5代表"国的第5个产业 !%+5+.")

X代表#国的第5个产业 !%+X+.")

.是产业的个数&

所以#2矩阵的维数是%#.h%#.%这里#向量] 的定义如下’

] ’ -]G%#6#]G.#6#]Q%#6#]Q..#

其中]DX 定义为D 国X产业中增加的价值相对于总投入的比重&

对中国X产业一单位需求导致的D 国的国际劳动分工比例可定义如下’

<;MDX ’
(
5
]D5KD65X

(
D
(
5
]D5KD65X

#

其中(
D

#(
5

分别是对%#个国家和所有产业的加总&这个研究中涉及的产业如下’

表R%"按部门列出产业

号码 部门

% 农业(养殖业(林业和渔业

" 原油和天然气

U 其他矿物

H 食品(饮料和烟草

! 纺织品(皮革和皮革制品

$ 木材与木材产品

@ 纸浆(纸和印刷品

> 化学制品

= 石油和石油制品

%# 橡胶制品

%% 非金属矿物制品

%" 金属制品

%U 机械

%H 运输设备

%! 其他制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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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亚太地区贸易矩阵!百万美元1"

%==# 中国
香港

地区

台湾

地区

印度尼

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T7Z7c 总数

中国 "@%$U U"# H## ="%# HUU U@# "#! "#%$ >!H !U%H %$H@H $"@$#
香港地区 "#UU% UH$" @!H H$># %=#@ !@> >$" "$%! %#@$ %=>%@ "$#$# >"%HH
台湾地区 ""!H @H!$ %UH$ >!#= %H!" %$"@ >!H "@%% %@"> "U=%@ %H$$% $$!%!

印度尼

西亚
>UH $%> >H= %#="U %U$U "!U %$% %=#" %>> UU$! !"%> "!$@!

日本 $%H! %U%#$ %!H$% !#!" %@H== !!"= "!%# %#@U= =%!# =%%"% %%%U$$ ">@$@>
韩国 # U@># %"H= %#@= %"$U> @#> !## %>#! =$> %=H%= "!$$! $@>%"
马来

西亚
$%= =UH $U= UH" H!#! %U!= U=H $@!U %#UU H=>$ @>!$ "=H"#

菲律宾 $" UU% "#= $% %$"" ""= %"@ "H# %!$ U%#H "#!H >%=H
新加坡 @== UH"= %=## %">U H$%$ %%@U $>@U $@% UH=# %%"%! %>!>@ !"@!U

泰国 "$= %#U> UU! %!H U=$= U=H !@! %$@ %$=$ !"H# ="UH "U#@"
美国 H>#@ $>H% %%!$# %>=@ H>!>! %HU== UH"! "H@% >#%= "==% # ">>%%% U=U%#$
T7Z7c %@$>= %@@>> %@@$= =$U!%"$#H@ UH%=$ =%#H H%=$ ""H$# %%@@" U"=!"%%>%$H%="H%@>>%

总数 !U>#= >"H>" !U@!U ""##!"U!U#@ @HH#! "=%$= %"==U $#=!H UUH#@ !%@#"#"UH%@#!

%==! 中国
香港

地区

台湾

地区

印度尼

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T7Z7c 总数

中国 U$##U U#=! %HU> ">H$$ $$>> %">% %#U# UH%# %@!" "H@HH H#=!@ %H>=!!
香港地区 !@>$% H$%= %#$" %#!=$ ">#U %!H$ "##= H=HH %$%! U@>!% H>$H> %@U!!$
台湾地区 %H@>! %$@%# %!!# %HU"= "!$# U=!" %!UH !%%$ UH"% U#%!> U##=U %"H"#>

印度尼

西亚
%@H" %$!@ %$!# %"">> "=%@ =>@ !=# U@$@ @#U $U"" %">#$ H!H">

日本 "%=UH "@@># ">=>H ==$= U%"=" %$>#" @%## "U##$ %=@%= %""#UH %UHH"> HHU#H@
韩国 =%HH %#$>" U>>@ "=!> %@#H> "=!% %H=U $$>= "H"@ "HUHH H=$>> %U%U%"
马来

西亚
%>>= U=H% ""># =@# =%== "#%! $!% %H=$# ">$> %!U%U %=$U> @U@"H

菲律宾 "#= >"" !$> %"$ "@H# HH" U%H ==H @== $"%@ H%U= %@U@%
新加坡 "@!= %#%"$ H>%U "U$@ ="%= U"HU ""$$! %="> $>"U "%!@$ U!#U! %%>%>@

泰国 %$H" "="% %U!H >%% =H@$ >#% %!!H H%H @=%@ %##@> "#"U% !@"#%
美国 %%@H= %H""# %@="! UU=! $H"=> "!H%U >>%> !"=H %!U%> $H#" H%#$%> !>UH!%
T7Z7c >H!# $@=#% "!>#% %!=>"%!>U$@ !$=U! %$@!# $"U> U>%>U "@%$% H@"UU!"U"!"H#U""%@%%

总数 %U"%$U%="@$! =H=@$ H#$"=UU$#"@%U!%%# @@$"# ">">" %"HU=H @U$=" @@#=@"U%U%!"%

"### 中国
香港

地区

台湾

地区

印度尼

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T7Z7c 总数

中国 HH!"# !#H# U#$" H%$!H %%"=" "!$! %H$H !@$% ""HU !"%$% @=HU% "H=%=!
香港地区 $=@HH !%%" =!# %%%=! U>"@ %>#$ "#%% H@%@ %>U@ H@#>H !U@#@ "#%==#
台湾地区 "%$$= %!=@! %"@# %@>=% H@#% H$%% ""!! !=$! ">=! H%=#@ H!$$% %$H>##

印度尼

西亚
"@$> %!!H "U@> %HH%! HU%> %=@" >%= $!$" %#"$ >H>= %@>## $"%#"

日本 U#U!$ "@%>@ U!=@@ @$#@ U#@#U %U>>$ %#"!@ "#>U# %U$UH %HH##= %HU@U$ H@>%@=
韩国 %>H!H %#@#> >#"@ U!#! "#H$$ U!%! UU$# !$H> "#%! U@>#$ !>U"% %@%>"$
马来

西亚
U#"> HHH# U@"= %@#@ %"@># U"U! %@"@ %>#!# U!!# "#%$" "!@HH =>%!"

菲律宾 $$U %=#@ ">$% %>U !$#= %%@U %U@@ U%"H %"#$ %%H#! >$=U U>"#U
新加坡 !U@@ %#>H% >""! U@>> %#H#H H=%$ "!#H% UU>@ !>@" "U>=% U==@@ %U@=U"

泰国 ">#$ UH@H "H%! %UU> %#%$H %"$! ">%U %#>" !==@ %H@#$ ""=#" $>=$%
美国 %!=$H %H!$@ "U>UU "H@= $H!U@ "@UU@ %#>"= >$@@ %@H=@ $!U> !@=@U% @@%==%
T7Z7c !H%%" @>%H! U#$UU @$"U%@#H%H $@@%" %U@@= \!H= H#H@> "%%#$ >U$!@=">">#"$H%H>#!>

总数 ""H=H""%UU%=%">"U# UU!%%U@=!U#%$#H@= >"%=! UHH>= %UH$U# $%="U%"U>"##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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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U 中国
香港

地区

台湾

地区

印度尼

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美国 T7Z7c 总数

中国 @$">> =##! HH>" !=H"" "##=$ $%H% U#=H >>$> U>"> ="$UU %!HU=# HU>"!#
香港地区 =!H@@ !HU$ %##% %"#>> H!@# %=>% """@ H!>= "U#H H%@># !"H"# ""U>@H
台湾地区 H=U$" %$%UH >@@ %H"$H !>># H%U% %>$% $H@# U""= UU#%> H@H%H %>"$H#

印度尼

西亚
U>#" %%>U ""UU %U$#U HU"U "U$H =H! !U== %U=" @U>$ %>U$" $#==!

日本 !@H># "==%> U%U"# @%@= UH>"U %%"!# =#%% %H>!> %$#HU %%@U>H %HH$HH H@U=%%
韩国 U!%%# %H$!H @#H! UU@> %@"@$ U>!" "=@! H$U$ "!"H UHU$= $$=U% %="@!#
马来

西亚
$>%# $@>H U@@@ "%"= %%""" U#U= %HU@ %$!"" H$%! "#!U= ">#=# %#H=$$

菲律宾 "%H! U#=H "H=" "=$ !@$> %U%U "H$" "HU% %"UH @"@H @@%H U$""H
新加坡 %#%UH %HH"U $>=@ H%!! =$=$ $#!> ""@=U U"U$ $%!$ "#!@# HH%!@ %HH%"%

泰国 !@#@ HUU% "$%U ""@! %%H#U %!>> U>>@ %$"" !>@U %U$$= "@U$% >#U"=
美国 ">H%> %U!H" %@H>> "!"% !"#$H "H#=> %#="# @==" %$!@$ !>H% !HH%H= @"U$%%
T7Z7c %%>U=# !"%=H U">=H H"!%%@$"%= @U#UU %"=HH U#==H%@@"7"$ ">$U$ =%$$"$U$!%U#U!%%%U$"

总数 H%">U$"U"!H!%"%"## U"!HHU>U#"!%@>>"H >"@"$ U@H== %"@==$ @!>#H%U#!"!#H@>$=U=

""注释’列表示某一国的出口#行表示某一国的进口&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E:"#J5/!>"5B.B@O/#F!H"#"5="5>=&!#/KBBP#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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