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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演变过程，以及中国国际收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文章介绍了国际

收支的概念和构成要素，以及中国国际收支从逆差到顺差的转变过程。同时，文章还探讨了中国在这一

转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中国经济特区在国际收支中的作用。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国国际

收支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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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the impact of Chi-
na’s balance of payments on the global economy.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component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a’s balance of payments from 
deficit to surplu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dopted 
by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is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inally,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balance of payments to the 
global economic pattern, as well as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
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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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随着世界在现代变得更加相互联系，参与国之间的金融交易、交流和关系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更加明

显。当一个国家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时，它们各自的贸易额、投资和资金流动在未经训练的人

看来是更加多方面的[1]。因此，为了解开这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如何在全球舞台上发挥

作用，一个叫做国际收支(BOP)的概念被用来作为衡量该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表现的指南针。国际收支通

常每年计算一次，是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经济交易及其相互作用的综合会计记录。所有的

经济交易将包括一个国家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其他金融交易，由三个主要账户组成：

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经常项目涉及贸易平衡和来自国外的收入，如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

资本项目涉及资本转移，如投资和借贷。金融账户处理资产的出售，如购买房产。当这种资金流动显示

其从投资和贸易出口中获得的收入高于进口和对其他国家的其他支付支出时，则在该国家的国际收支记

录上标记为顺差。相反，当资金流更多地用于进口和对其他国家的其他支付时，则在该国家的国际收支

中记录为逆差。由这些关键账户组成的国际收支，提供了对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贸易、投资和金融

流动的洞察。然而，平衡的 BOP 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健康，但持续的不平衡可能对汇率、通货

膨胀、利率和整体经济稳定产生影响。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都会根据一个国家的国

际收支来衡量其经济健康状况、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其国际交易的影响。 
 

 
Figure 1. China’s GDP growth (1980~2008) 
图 1. 中国 GDP 增长(198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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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关键的经济框架，它有助于确定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经济地位，所有类型的经济体系

都将使用国际收支来制定贸易政策、汇率管理和财政措施，以解决任何不平衡问题并维持经济增长。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也许没有其他有影响力的国家利用国际收支来发挥其优势，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主导作

用，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在现代全球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是

21 世纪的决定性叙述，其标志是贸易模式、投资动态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变革性转变。这一迅速崛起的

核心是中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往来的国际收支平衡(如图 1 所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 BOP 经历了数十年的空前增长，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从赤字、不发达的经济转变为贸易、

投资和资本流动的多元化格局。其国际收支的演变是这一转变的证明，它概括了贸易动态、资本流动和

政策干预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塑造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轨迹。从以出口驱动型经济崛起的制造

业巨头，到随后转向国内消费和创新的调整，中国的 BOP 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转型为经济强国的重要

研究。 

2. 赤字来源 

中国国际收支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对其国内市场以及国际经济都是重大而有影响力的。中国国际收

支从逆差向可持续顺差的转变对所有参与者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在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

一面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的[2]。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中国的赤字以反映

国内经济环境的不平衡为特征。根据历史数据，造成中国赤字的几个因素是： 
(一)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疲软，支出的总需求超出收入的过度增长。 
(二) 由于信贷扩张导致的现金供给增加，这是通过银行透支和发行国库券来融资的。 
(三) 不断升级的银行贷款，扩大了存贷款缺口，刺激了内需，鼓励了进口的增加。 
(四) 结构性失衡和有效供给不足，阻碍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进程。 
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的对外赤字，促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一时期

进行研究，并实施纠正措施来纠正这种情况[3]。其中一些措施包括加强信贷控制，提高存贷款利率，实

施新政策以解决国内经济环境中的失衡问题。通过制定信贷计划，授予国有银行投资计划和其他商业活

动的信贷配额，这有助于中国通过这些信贷控制措施增加国内流动性，使银行能够监控贷款活动并控制

信贷过程。作为对外部不稳定和贸易不平衡的回应，中国当局通过提高利率和控制央行对专业银行的贷

款来实施限制性信贷政策。在央行控制利率的过程中，1996 年的利率市场化对信贷和国内流动性等经济

变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措施有助于控制总需求，并解决了中国发展初期赤字的原因。 

3. 过渡阶段 

中国从逆差到持续顺差的过渡阶段，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随着不断增加的顺差影响到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发展和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重塑了全球贸易动态。为了更好地理

解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改革开放：这一阶段发生在 1978 年至 1989 年之间，中国开始取消农业集体化，允许外国投资

进入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并允许有潜力的企业家建立私营企业。这一时期的债务也以债券和贷款的形

式增加。 
(二) 全球贸易友好：这一阶段发生在 1990 年至 1993 年之间，对外贸易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商品贸

易余额转为顺差，特别是工业产品的出口。 
(三) 前所未有的双顺差[4]：这一阶段发生在 1994 年至 2011 年之间，中国当局实施了外汇管理制度，

通过将官方本币人民币汇率降低 50%至 8.7 元兑 1 美元，巩固了官方和市场汇率，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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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直接投资。此外，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在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有助于减少贸易

壁垒，并迅速启动其经常账户和储备资产的积累。 
(四) 一带一路：这一阶段发生在 2012 年至今，其主要重点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跨国合作的国

际经济战略，以促进国际合作网络和全球经济发展。受 2000 多年前开始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启发，中国最

近为现代建立洲际经济网络的计划激励了不同大陆的国家支持在一个互利的网络上和平共处，交换商品

和服务，并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和谐发展。 
通过了解中国经济变革的早期阶段及其从赤字到盈余的转变，中国的国际收支为其他国家寻求将其

在面临赤字时面临的类似经济挑战转化为自身国际收支中的盈余创造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研究。中国采

取的战略和纠正措施可以为其他寻求在国际收支中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国家提供见解和教训[5]。
这些适用的经验教训包括政策改革、结构调整、全球贸易战略和汇率管理。中国在政策改革方面的经验

表明，实施有效的政策来解决外部失衡的重要性，例如中国的开放政策、贸易自由化、吸引外国人才和

直接投资，这些都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结构调整方面，中国在解决和纠正国内不平衡、增加

产能、提高出口竞争力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作为调整现有结构以改善自身外部平衡的战略。就中国

的全球贸易战略而言，其实施的贸易政策、出口战略和参与国际贸易组织(如 WTO)提供了一个平台，并

进一步暴露了中国未来的意图和当前的交易，即它将如何为参与的伙伴国家的利益开展贸易，并为参与

各方的经济和相互发展。这是一个面临挑战的国家的一些主要例子，可以学习以中国的国际收支为模型，

将自己从赤字区提升到盈余区[6]。此外，在外汇管理制度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

金融账户盈余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外来投资的大量涌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中国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盈余与国内和国际的稳定和整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这使得中国能够积累

储备资产，并加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采取了额外的努力，通过关注导致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稳定的

因素，来纠正国际收支逆差。通过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上，中国能够以平衡和有机的方

式实现盈余。在那个时期，中国当局采取的补救措施将重点转向减少总需求，以重新平衡其国际收支。

中央政府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加强信贷控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严重依赖信贷作为财政支

持和投资融资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制定了信贷计划，授予国有银行用于投资活动和其他项目的信贷配

额。这就赋予了银行随心所欲地发放多少贷款和贷款给谁的权力，在改革时期的那个时候，信贷流程的

成本非常低。结果，这导致信贷扩张到当时货币当局担心失去控制的程度。因此，当局随后通过提高利

率和控制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流程来实施限制性信贷政策。在 1993 年之前，由于贷款和存款利率自由

化的步伐缓慢，利率表现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很弱，最明显的是信贷和国内流动性。然而[7]，从 1993 年开

始，央行开始控制利率，到 1996 年，利率已经自由化，波动性逐渐围绕标准存贷款利率扩大。而且，新

增账户持有人不再要求最低存款利率。这些变化导致商业银行在中国的关键时刻调整贷款利率，以建立

一个更加市场化、对消费者更友好的定价机制，帮助资金更有效地配置到中国经济中生产率更高的领域。 

4. 改善对外经济关系 

改善中国经济形势的下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和加强对外经济关系[8]。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实施发展

对外贸易的新战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在开放经济特区时瞄准地理上的重点地区。自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中央政府希望制定有效的对外贸易战略，以刺激其经济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实施了出

口发展战略，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然而，与进口相比，出口的激励

措施微乎其微，因此，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制定了新的措施来激励出口，例如高退税和政府支持的

补贴。到第 7 个五年计划(1986~1990)到来时，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出口生产网络来扩大出口。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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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是电子行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该行业的一千多家公司得到了贸易和工业部的财

政支持，以支持其经济增长。通过瞄准出口，中国决定在地理上以自己的地区为目标，发展经济特区，

作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试验场，例如深圳是经济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场。结果，该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增长，

出口同比持续增长(如图 2 所示)。这一计划在中国的国际收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的早期阶段，因为这些经济特区的建立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并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出口的主要参

与者。 
 

 
Figure 2. Growth Rate and Total Value of Exports in Shenzhen (1979~2008) 
图 2. 深圳出口总值及增长率(1979~2008 年)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转型是全球发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之一。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中国对

国际贸易的积极态度和对国际收支的精心管理。这一战略的另一个主要参与者是经济特区(SEZs)。这些

被指定的区域被灌输了独特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试验市场导向的改革，并促进出口驱动的增

长[9]。深圳成立于 1980 年，被选为第一个 SEZ，该地区已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经济和技术中心。随后又

选择了三个经济特区，它们的成功故事成为随后扩大经济改革的典范，并在全国其他地区建立了更多的

SEZs。珠海是与广东深圳同省的另一个 SEZ，被选中复制深圳的成功，并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汕头，另一个位于广东的城市，被指定试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吸引外国投资。第四个，厦门，

位于福建省，服务于类似的目的。这些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每年都达到创纪录的高度(见图 3)，这在以下方面为中国的国际收支做出了贡献： 
(一) 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和监管灵活性等有利条件，这些经济特区鼓励

了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SEZs 出口的增加，通过创造外汇收入，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 外国直接投资(FDI)：SEZs 由于其优惠政策和友好的商业环境，成功地吸引了 FDI。在这些经

济特区投资的外国公司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FDI 的流入有助于经常账户盈余，并有助于维持

积极的国际收支平衡。 
(三) 技术转让和升级：SEZs 促进了外国投资者向国内公司转让技术和专门知识。这帮助中国提升了

工业能力，提高了生产率，生产了更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技术进步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四) 创造就业和收入：SEZs 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

随着人们找到就业和收入机会，整体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消费的增加和经济的

更加平衡，对国际收支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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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口多样化：SEZs 在中国出口基础多样化方面发挥了作用。通过吸引不同的产业和促进创新，

这些经济特区有助于减少对少数行业的依赖，使经济更能抵御外部冲击和全球需求波动。 
(六) 研发与创新：中国的一些 SEZs 被指定为研究与开发(研发)和创新中心。这些经济特区吸引了高

科技产业，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发展，培育了知识型经济。这种创新驱动的增长增强了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并对国际收支产生了积极影响。 
 

 
Figure 3. China’s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1980~2008) 
图 3. 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1980~2008 年) 

 
谈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惊人变革之旅，就不能不讨论经济特区[10]。这些特区本质上是市场导向政

策的实验室，为吸引投资和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激励措施。经济特区的每个地理位置都被战

略性地定位为出口导向型产业的中心——主要位于中国南方，因为它的历史贸易影响力早在清政府(中国

最后一个帝国王朝)之前就存在，清政府实施了一项孤立政策，将中国与社会和经济发展隔离开来——这

使得中国迅速进入了全球贸易舞台(如图 4 所示) [11]。经济特区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

经济特区内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持续产生大量外汇收入，为经常账户带来盈余。同时，经济特区内外国直

接投资的流入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随着经济特区的成功变得明显，中

国将经济改革扩大到这些最初的区域之外，海南、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福建自由贸易区(由福州、

厦门和平潭组成)和广东自由贸易区(由广州、深圳和珠海组成)成为全国其他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成功

不仅局限于经济实验，而且标志着中国经济格局的范式转变。经济特区对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全

球竞争力的连锁反应强调了它们在塑造国家国际收支轨迹方面的持久重要性。因此，中国的国际收支已

经被复杂地编织进了经济改革的结构中，经济特区成为了变革的工具。这些经济特区在推动中国走向现

代国际经济前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经济特区的持久遗产证明了它们对中

国经济设计和国际收支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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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dustrial Clusters in Guangdong (Southern China, 2010) 
图 4. 广东产业集群(中国南方，2010 年) 

5. 启示与结论 

中国国际收支已成为塑造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从封闭、赤字经济向开放、盈余经济的转

变，对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一

些关键因素帮助中国摆脱了赤字，包括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建立经济特区，

重塑了国际贸易模式、全球供应链和产品成本结构，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进入了盈余经济体。中国与

全球经济的融合促进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不断增长的国际经济世界中，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

形成了共生关系。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中国，以其国际收支平衡为榜样，遵循这一成

功故事。中国的国际收支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它决定了这个曾经严重赤字的经济体

如何能够反弹，并迅速进入盈余的平流层。随着中国继续驾驭其经济轨迹并面临新的挑战，它在国际经

济中的作用仍将是世界各国讨论和钦佩的焦点。中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将继续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未来轮

廓，其对国际收支的处理方式使世界对如何有效地实现平衡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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