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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金融危机对
我国出口影响及财政对策

任烈  王冬生

1997 年 7 月金融危机自泰国爆发

以来，迅速席卷东南亚地区，导致该地

区诸国货币大幅度贬值、股市狂泻、经

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加剧、失业 人数

增加，并触发了股市、汇市的全球性动

荡，时至今日还看不出止息的端倪。我

国是东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

外依存度已高达 35% 以上，与该地区的

贸易额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50%

左右。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

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有多大？结

合我国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要保持 8% 的

目标，财政应选择什么样的对策，是 一

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

不利影响

一国进出口的绝对增长取决于本

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绝对增长速度，进

出口的相对增 长 则取决于一国国内市

场的需求和出口相对竞争力。东南 亚

金融危机不仅影响了危机国的经济 和

市场需求增长，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经

济和需求的发展速度，其本币的贬值则

直接影响其他国家产品的相对出口竞

争力。这都是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的不利因素。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将减少世界

市场的总需求

1 .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市场低

迷。金融危机迫使亚洲许多国家实行

紧缩，从高速增长进入低增长，有的甚

至会负增长。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预测，日本 1998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

由去年的 0.9% 转为负增长（ - 0.3% ），

韩国 、印尼、泰国的经济增长预计分别

下降 0.2% 、8.5% 、3.2% ；马来西亚、菲

律宾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分别

由去年的 7.8% 、5.1% 、7.5% 下降为今

年的 1 .4% 、1.85% 、3 .2% 。总体而言，

1998 年亚洲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从 1997

年的 6 .7% 降至 2% ，低 于世界平均水

平。从最近几 个月危机国经济发展情

况看，最终结果可能还要差。

2.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世界 市场的

需求趋弱。过去十几年东南亚经济的

高速发展使亚洲市场需求对整个世界

经济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美日欧对亚洲的出口分别占其出口的

20% 、44% 和 15%。据测算，东南亚的

进口如果减少 10% ，美日欧的 G DP 将

分别减少 0.2、0.4 和 0 . 17 个百分点。

东南亚，特别是日 本和韩国 经济的衰

退，将使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

长呈下降趋势。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

织预测，1998 年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成

员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 3.1 % 下

降为 2.4% ；美国经济增 长率将从 1997

年的 3.8% 下降到 2.9% ；虽然欧盟将

由1997年的 2 .5 % 上 升 至 1 998年的

2.9% ，但总体而言，今年 世界经济发展

速度将从 1997 年的 4 . 1 % 下降为 1998

年的 3.5% 。

作为我国 主要出口 对象的 亚洲 及

整个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直接 导

致世界市场需求的减少。由于各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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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一般要采取刺激出口，限

制进口的措施，因而，在世界市场规模

相对缩小的同时，各国之间的竞争反而

更加激烈，从而可能对我国的出口提出

严峻的挑战。
（二）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导致中国

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

质量相同或相似的同类产品（或可

替代品），成本价格的高低将是影响其

竞争力的决定因素。金融危机导致的

汇率变动直接影响到出口商品的相对

和绝对成本价格。
1.东南亚货币的贬值相对增强了

其出口商品竞争力。东南亚金融危机

爆发以来，波及国的货币贬值了 50% 左

右，然而，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反而有

进一 步升值的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最近对 APEC 各经济实体（不含中

国）出口增长与汇率变动关系的实证研

究表明，当某一经济实体的货币兑美元

出现 1% 的贬值后保持稳定，其实际出

口将增加 0.75% ，进口将减少 0.5% 左

右，但是受滞后期的影响，贬值效果要

在 1—2 年的时间内表现出来。按照货

币贬值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在全球贸

易中的份额加权计算，这次危机导致我

国出口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比

价上升 6% 左右，据我国的出口方程测

算，1998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将因此下

降 3.6 个百分点。

2.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降

低。我们将危机前各国的劳动力成本

换算成美元计，韩国、新加坡等国都在

我国的 10 倍以 上，马来西亚与泰国是

中国的 3 倍多，菲律宾是 2 倍，印尼是

中国的 1.5倍，都高于我国。由于货币

贬值，使其以美元计算的劳动力成本下

降，我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相对

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据估计，我国在

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占优势。
（三）可能增加我国吸引外资的难

度，从而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外资企

业是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外

资企业的出口增幅一般高于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出口一 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据海关统计，1996 年，我国外贸出

口增长 1.5% ，而外资企业的增幅为

31.1% ，1997 年全年外贸出口增幅为

20.9% ，外资企业出口增幅为 21.7%。

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是保持我国外贸

出口的重要因素。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外资的

主要来源地。目前我国的外资有 80%

以上来自东盟、日本、韩国等地。这些

国家和地区由于受危机的打击，对外投

资的能力受挫，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资金可能会减少。同时，这些国家和地

区货币贬值后，会相对减少外国投资者

的投资成本，为摆脱危机，这些国家也

在极力吸引外资，从而对我国构成有力

竞争。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

口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

的影响也要一 分为二地看。在对我国

出口造成诸多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不可

忽视可能产生的正面效果。
（一）东南亚国家的这次货币贬值

并不是为刺激出口而主动地贬值，而是

由于本身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而被迫导

致的贬值。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

一次以金融危机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

机。经济衰退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都受到了不利

影响，因而其出口竞争力也可能下降，

从而又可能相对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和

产品的竞争能力。
（二）东南亚诸国的出口商品过分

依赖进口原材料，本币贬值在提高其出

口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也使进口商

品的价格上涨，增加了产品成本，在很

大程度上抵销了货币贬值给出口商品

带来的价格上的优势。
（三）东南亚和韩国的许多企业，包

括其出口部门的大量企业，为沉重的短

期外债所拖累，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更

加剧了其债务负担，使其现金流量剧

减，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产

运营，更何况，由于政府采取提高利率

的政策来稳定货币，使融资成本上升，

生产成本增加，更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以

争夺出口市场。
（四）再从吸引外资来讲，经济的动

荡，政治的不稳，也恶化了其投资环境，

烘托了中国经济环境的稳定，相对增强

了我国的吸引力。

三、财政应采取的对策

1998年我国经济必须力争以不低

于 8% 的速度增长，保持较高的外贸增

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是

外贸的增长既受制于我国出口商品的

竞争力，也受制于世界市场规模的大

小。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

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的适当放慢

是正常的。这不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

竞争力下降而导致的市场占有份额的

减少，而是世界市场这块蛋糕的相对缩

小而导致的出口增幅的正常下降。在

这种情况下，财政采取普遍提高出口退

税率刺激出口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

的效果不会太明显。

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今年经

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财政政策做为国

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杠杆之一，在财力一

定的情况下，必须选择最有利于刺激需

求的措施。世界市场需求不足增加了

我国产品进一 步扩大世界市场占有份

额的难度，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刺激出

口带动国内需求的作用受世界市场容

量的限制，效果不会太明显。提高出口

退税率的作用，在于可使我国出口商品

价格更有竞争力，但是受出口商品需求

价格弹性的影响，降价并不一定能带来

出口收入增加的效应。用于出口退税

的支出，一部分会被外商以压低价格的

方式拿走，同时出口企业也不可能将因

退税提高而增加的利润全部用于国内

投资。在目前国内市场有效供给不足，

需求不景气的情况下，财政直接投资刺

激需求的效果比通过外贸刺激需求的

效果会更有效，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也会更明显。
（作者单位：财政部税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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