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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在 全 球 化 和 国 际 分 工 日 益 发 展 的 背 景 下 ，

传 统 贸 易 统 计 方 法 显 然 已 经 不 能 准 确 反 映 出 当

今 国 际 贸 易 的 现 实 。 一 些 失 真 的 数 据 甚 至 为 保

护 主 义 提 供 了 口 实 ， 影 响 了 国 际 贸 易 的 健 康 发

展 。 而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倡 导 并 推 出 的 附 加 值 贸 易

测 算 法 无 疑 能 够 更 好 地 反 映 全 球 价 值 链 影 响 下

的 国 际 贸 易 体 系 ， 不 仅 是 一 项 统 计 制 度 的 变

革 ， 而 且 对 于 建 立 公 平 、 合 理 的 国 际 贸 易 新 秩

序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首先，新贸易统计方法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全球

产业链，有利于理解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

位，从而可以据此制订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贸易政

策。以电子行业为例，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中只有

60%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价值，而这 60%大部分又都

是劳动力价值。这就是说，中国仍然处于全球产业

链的工业加工环节。再以一些原材料生产国为例，

它们在出口原材料之后，就不再参与全球产业链，

也就不再产生任何附加值。因此，依据对世贸组织

附加值贸易数据库的分析，各国政府可以有针对性

地出台措施，帮助本国企业更好地管理、提升其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次，新贸易统计方法有利于恰当评价汇率对

国际贸易的作用和影响。新贸易统计方法虽然不会

改变双边贸易的总额，但却可以较大幅度地修正双

边贸易的余额。换言之，以原产地方法测算的双边

贸易余额可能存在明显失真问题，从而使汇率调整

丧失可靠依据。以原产地统计数据进行汇率调整，

可能会发生超调。此外，由于一国出口的最终商品

包含了不同国家的附加值，汇率变化对于贸易余额

的影响也是有限且不确定的。因此，出口国通过调

整汇率来加强竞争力的想法在全球产业链越来越复

杂的背景下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新贸易统计方法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自由

贸易的重要性，体现出尊重自由贸易的精神实质。

从新方法的视角出发，全球是同一个产业链条，任

何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一产业链当中。一国贸易和国

内经济政策将不仅影响其直接贸易伙伴，还将通过

全球产业链传导到整个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不

仅将影响单个国家，还将损害全球产业链；贸易壁

垒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巨大不利影响，而

且有可能扰乱全球产业链，使得眼下复苏乏力的世

界经济雪上加霜。因此，全球或区域性贸易谈判必

须正视这些新的现实，努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坚决

反对保护主义。

最后，新贸易统计方法从产业趋势、贸易格局

等方面提供了考察国际贸易流的新视角和新观念，

其政策内涵不仅在于贸易本身，还涉及投资、发

展、竞争力等各个领域。无论对于国际贸易流动还

是全球经济发展，新方法都有望成为重要的改革推

动力。

当然，附加值贸易测算法的研究现在才刚刚起

步，仅涵盖了 40 个国家的 18 大产业；附加值贸易测

算法的应用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其在国际贸易中的

推广和应用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这一变革对于建

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国际社会更应对其倍加关注和呵护，从而使其早日得

到国际公认和普遍采用。

顺应新形势

推出新办法
陈 建

近 20 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国际产业格局也发生深刻变化。特
别是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制造
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过去，因距离所产生的成本，特别
是与运输和通信有关的成本，曾长期制
约国际贸易的发展；如今，集装箱船的
出现和互联网革命，使建立分布于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产业链成为可能。正
如世贸组织首席统计学家于贝尔·埃斯凯
斯所说：“今天，商品不再是由一个国家
生产的，它们实际上是世界生产的。它
们在一个国家组装，但使用的零部件来
自世界其他国家。”以产业链融合程度较
高的亚洲为例,其国际贸易的 60%集中在
区域内部。在这里,各种零件、部件和半
组 件 在 具 有 不 同 专 业 化 能 力 的 国 家 生
产，最终大多在中国组装成成品，然后出
口到其他国家。

由此可见，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发
展、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使得货物在实现

最终消费之前，大量以中间产品形式在全
球各地流转，一些工业制成品在生产过程
中有可能多次跨越国界，而不再是原有意
义上的出口和进口。从经济学角度讲，继
续以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双边贸易收支正暴
露出日益明显的弊端。

传统统计方法暗含一种假定，即无
论多么复杂的出口产品，其价值都是由
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一个企业单
独创造。它只测算总贸易流量，无法准
确反映生产链全部过程和全球化生产的
现实。它使原产地被误读，无法反映其
他国家对产品生产的贡献，产品出口方
贸易额易被高估。特别是处于生产、组

装等中间环节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出口贸易额易被大幅高估，从而可能加
剧全球贸易争端。

按照传统统计方法，出口被视为有
利于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进口则
对国内生产总值带来负贡献。但事实上,
在国际贸易的这种新配置中，商业问题
大大超出了单纯的贸易失衡范畴，双边
贸易失衡问题变得毫无意义。世贸组织
曾举例说，中国向美国出口一部价值 100
美元的智能手机，按照传统统计方法，
这 100 美元将全部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
口额。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只负责最
后的组装，每组装一部手机的国内附加

值只有 10 美元到 20 美元，其余价值都是
在别的生产环节、由别的国家创造的。比
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公司负责设计，法
国的公司编写代码，硅芯片在新加坡制
造，稀有金属则由玻利维亚出口。所有这
些国家都从中国对美国的手机出口中获
得了利润。

因此，科学的国际贸易统计对象应该
调整为各个国家的贸易附加值，而不再是
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国际社会应该
像计算国内生产总值那样进行贸易统计，
即计算出口附加值的总和，停止使用那种
产品每跨越一次边界就增加其总价值的方
法来统计国际贸易流动。

中国经济亟

需创新发展

传统统计法弊端凸显

附加值贸易统计法以单个商品在全球
生产链上不同经济体产生的附加值为基础
进行贸易统计。这一统计方法主要是为了
更好地反映全球化现实。因为随着全球化
的深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商品在被
最终消费之前，将多次以中间产品的形式
在全球各国流通。

这一新统计方法首先将避免错误估计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差额。最经典的例
子就是苹果手机。按照2009年数字来计算，

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
178.96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
中国产生的，其余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
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但按照传统贸
易统计法，这178.96美元都被记录到了中
国对美国的出口上，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被
夸大，造成“顺差在我、利润在美”的奇怪现
象。而附加值贸易统计法则可以避免这一
问题。据经合组织测算，按照这一方法，
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减少25%。

其次，这一统计方法有利于更准确地
理解进口对经济的积极意义。按照以往的
统计方法，出口被视为有利于促进国内生
产总值（GDP），而进口对GDP是负贡献。但
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法，进口是出口的促
进因素，在多数经济体中，大约1/3的进口
都是为了出口。

再次，这一统计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国际产业链；有助于理解一国在国际产
业链中的地位；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开放自

由贸易政策的重要性，因为一国贸易和国
内经济政策将不仅仅影响其直接贸易伙
伴，还将通过国际产业链传导到整个国际
市场。

不过，这一新方法暂时还不能取代原
来的国际贸易统计。首先，目前关于附加
值贸易统计法的研究和应用仍是初步性
的，仅涵盖了40个国家和地区的18大产
业，因此不能够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
方法。

其次，衡量双边贸易往来的传统统计
方法依然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在决定汇
率问题上，因此附加值贸易统计法目前仅
是对传统统计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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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为何改变方法为何改变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8月31日，帕斯卡尔·拉米将正式卸去担任长达8年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

在其力推下，今年年初，世贸组织联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台了全球贸易计算新方法

——附加值贸易测算法。这是权威机构首次尝试采用新方法重新评估国际贸易现状。

这一新贸易统计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现状，有助于世界各国重

新评估贸易失衡问题并改变国际社会的传统贸易观

附加值是在产品原有价值的基础上，
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劳动新创造的价
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附加值是指一件产品由于
劳动力补偿、关税或利润等原因而产生高
于原有价值的新价值。附加值贸易测算法
就是以单个商品在全球产业链上不同经济
体产生的附加值为基础进行贸易统计。其
核心内容是将出口国的出口数据与进口产
品在进口国的行业分布情况以及最终消费
情况相联系，以便测算产品在不同国家与
不同行业所产生的附加值。

简单举例来说，韩国将其生产的价值
100 美元的商品出口到中国，中国在对该
商品加工后，又以 110 美元的价格出口到
美国。那么，中国获取的贸易附加值实际
只有 10 美元。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

方法，中国对美国产生了 110 美元顺差，
而美国和韩国之间并无任何贸易关系。而
按照附加值贸易测算法，韩国对美国产生
了 100 美元顺差，而中国对美国只产生
10美元顺差。

其实，当全球价值链成为当今国际
贸易的主导特征时，发达经济体、新兴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就连成了一体。新
贸易统计方法的关键改变就在于把全球
价值链因素纳入了核心。它以单个商品
在全球生产链上不同经济体产生的附加
值为基础进行贸易统计，而不仅仅统计
各经济体进出口账面数据。亚洲开发银
行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09 年，
中国在苹果手机贸易上对美国出口值约
为 20 亿美元，如果以附加值测算，中国
在这一贸易上对美出口额实际仅为 7300

万美元；而中国当年也从美国进口 1.215
亿美元苹果手机零部件，如果以附加值
测算，中国在这项贸易上对美实际存在
4800 万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不是顺差。

新贸易统计方法通过考察附加值的进
出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产业链，可
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国际贸易和各国之间的
商业关系。世贸组织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库
表明，如今过多关注双边贸易的盈与亏已
经没有实际意义。拉米就此指出：“国际
贸易商品不是中国制造，不是美国制造，
而是全球制造。”不论中国存在贸易顺
差，还是美国存在贸易逆差，都是很自然
的事。这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一些别有
用心的政客或舆论将矛头指向双边贸易关
系，实际上掺杂了政治、外交等其他复杂
因素，毫无客观依据可言。

附加值贸易测算法的推出，一方面证
明了中国外贸规模存在夸大问题，以及中
国与部分国家贸易顺差虚高的问题，另一
方面也暴露出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背后所隐
藏的附加值较低的严酷现实。

按照新贸易统计方法衡量，中国或许
将难以保住“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头衔，
但却可以更加准确无误地估计自身在全球
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分量。采用新贸易统
计方法后，实际由外商控股企业赚取的价
值，将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中剥离出去，
中国贸易顺差的账面数据将明显缩水。比
如，按照附加值测算，2009 年中国对美贸
易顺差将从 1763.37 亿美元降到 1312.3 亿
美元，减少 2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
国附加值的进口占较大比重。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大量出口产品来
自外商控股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仍
是不少中国企业的致命弱点；中国众多行
业仍旧徘徊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低
端；中国不少地方经济增长仍依赖于廉价
生产要素和量化扩张，面临不平衡、不可持
续的难题。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应进一步鼓励企
业积极结缘全球知识、技术和品牌等创新
要素，创造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中国必须从制
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推动整个经
济真正走上资本、技术和服务密集型发展
的轨道。

附加值测算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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