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贸易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外经济联

系的主要手段，承担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福利

水平的责任，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对外延伸，其要旨在于通过贸

易政策的实施来实现国家对外经济利益最大化。财政政策是

财政分配的依据，是国家调节经济、约束市场的重要手段，它

通过税率、税负、税收优惠等政策对投资、消费、分配和经济结

构等予以引导和调节。可见，财政政策和对外贸易作为实现国

民经济目标的两种基本手段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处理

好财政政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无疑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财政政策诱致下的贸易利益流失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已跃居世界第三；吸引的外资总

额居世界前列；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对全球

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财政

政策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应该看到，在财政政策与贸易

经济互动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某些负面作用导致了贸易利

益流失，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刺激下，不少低技术水平企业通

过退税补贴获得出口利润，造成商品价值低估和国内财政负

担加重。为了提高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我国推行出口退税

政策，鼓励企业以低价出口商品形成规模来获得退税利益，这

样便增加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2004年实行的出口退税改

革要求地方政府承担25%的出口退税额，这对于经济发达的

沿海地区问题不大，但对于财政状况较差的中西部地区无疑

是个负担。企业出口的动机原本是通过商品质量提高和竞争

力增强来在海外市场获得利润，但是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刺激

下，企业出口的动机被扭曲，错误地认为利益来源是国内财政

补贴而不是商品价格提高，于是以低于实际价值来倾销商品。

这样做，不仅消耗了国内的资源，而且增加了财政负担，还造

成了对外贸易摩擦。

第二，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低效益出口，造成环境恶化

和能源枯竭，以致要财政来负担修复成本。在出口退税政策的

刺激下，我国环境遭受重创，城市垃圾和工业废渣大都堆积在

市郊，据有关研究报告，这些废弃物的积存量达65亿吨，占地5

万多公顷；我国现有45种支柱性矿产，到2010年尚能保证需求

的将减少到23种，到2020年将只剩下6种；五十年后除了煤炭，

我国几乎所有的矿产资源将出现严重短缺，其中50%左右的

资源面临枯竭；我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而目前的

能源利用率仅为33%，每创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

是世界平均值的3 ~ 4倍，是美国的4.3倍。这些情况说明，我国

当前经济的发展透支了未来财政的绩效。

第三，宏观政策调控余地缩小，既得贸易利益受到挑战，

政策综合效用降低，宏观调控成本上升。近十年来，受出口退

税政策的鼓励，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节节攀升，形成资本和经常

项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雄居世界第一位。但巨额的外汇储备

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严重地制约了中央银行利用货币

政策来调节经济的效果。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实施

大量收购外汇的举措，结果造成本币投放的增加，以致形成了

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当前以美

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格局下，一旦美元贬值，将造成外汇储备财

富的缩水，形成对外经济政策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并会增加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和成本，甚至会降低整个宏观调控

政策的绩效。

二、财政政策改革与贸易发展的关系

尽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财政制度变革滞后导致

部分贸易利益流失和财政绩效下降，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

政策对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正由于财政政策与贸易

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应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诱

致功能，根据经济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

对于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矫正对外贸易对数量的片面追求，

促进贸易经济效益与财政绩效的提高。财政政策改革和贸易

经济效益提高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财政政策改革是提高贸易经济效益和再分配的动力。

我国出口鼓励政策是基于改革初期外汇短缺的状况。贸易利

益获得主要表现为通过出口获得顺差，现阶段贸易参与主体

主要是国有企业，因而获得的利益理应归国家，同理获得利益

的成本应由财政来承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论财政政策改革与贸易经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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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受传统财政政策诱致而导致大量利益流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财政政策改革

来减少外贸行业利益流失的建议，以进一步维护我国的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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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外贸经济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尽管政府财政鼓励外贸发展

牺牲了某些方面的利益，但从全局来看，这对实现我国经济突

破性的发展是有利的。当然，财政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应当有

助于推动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在当前外贸部门具备较

强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应该将宝贵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农业、医

疗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外贸部

门作为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应该通过减少甚至是放弃财政资

源的投入来实现贸易利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再分配。可以

预见，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整个利益分配格局将会不断

变化，也只有不断推动财政改革，才能建立合理、高效的利益

分配格局，提升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

2. 财政政策改革对贸易微观主体的促进作用。无论是各

种税种增减、税率的升降，还是政府支出的减缩等，所有这些

财政政策改革都是为促进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动来实现国

民经济发展的目标。财政政策的诱致作用就在于促使外贸企

业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并建立促进贸易经济稳定发展的长

效机制，推动贸易利益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进行有效分配。

外贸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贸行业与国民经济

体系的其他行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外贸经济的发展既

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牺牲局

部利益、承担转移成本的支持。因此，财政政策的改革要引导

外贸行业挖掘内部潜力，克服对政府“哺乳”的依赖性，发挥行

业的整体优势，将外贸企业发展成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3. 财政政策通过实行细化和区别化，将贸易发展与产业

结构调整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我国的出口退税机制

在具体实施中又制定了“核定基数超额比例自负”的政策，使

得地区之间外贸出口发展由于增值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征收

与财政负担产生了矛盾，外贸改革诱发了政府之间转嫁超额

基数出口退税负担的动机，征、退税率差也引起了同一出口产

品在不同贸易方式之间的利益不均和出口贸易结构的失衡。

此外，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到50%以上，且外商投资

企业在加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非常高。在此背景下，出口退税

制度最主要的获益者是外资企业而不是内资企业，由此导致

我国产业结构长期不合理。因此，外贸改革不能单独依靠财政

支持的策略，而应实行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配套的综合

性改革，实行差别化的政策，以实现贸易利益改善和财政绩效

提高的双重目标。

三、提高我国贸易经济效益的路径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对外贸易的核心

目标应该是通过对外贸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针对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利益流失问题，结合财

政政策，笔者提出促进我国贸易经济发展和提高我国贸易经

济效益的路径。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摒弃贸易发展中的重商主义，实

现贸易发展与效益提高并举的目标。对外贸易政策是国内经

济政策的延伸，其核心思想是借助贸易手段来实现社会福利

水平的提高，因此应将对外贸易置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中来

思考其地位和作用，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我国的对外贸易战

略。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应强调以人为本，通过统筹城乡

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和水平，及时调整发

展战略。要摒弃传统贸易的重商主义，建立全球经济一体化背

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手抓进口，一手抓出口，在综合考

虑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制定贸易的发展战略，通过进出口两

手战略来实现贸易发展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步改善。

2. 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实现贸易利益外流转向内

流。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在国家财政大量补贴的基础上，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资金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

况下，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补贴企业出口产品到发达国家，使发

达国家消费者以低价获得我国的商品，使我国政府对出口贸

易的补贴变相成了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补贴，这种政策的实

际效果变成了为出口而出口，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浪费和贸易

利益的损耗。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贸易局面，通过

开拓国内市场，将部分出口商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通过内需

的扩大让我国消费者获得这部分由财政补贴而形成的贸易利

益。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国内市场对企业的重要性，国内市场也

是构成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都重视我国这

个新兴市场之际，外贸企业为了寻求所谓的出口而放弃自己

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优势的国内市场而去高成本拓展国外

市场，往往是代价高昂、得不偿失。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巨

大的市场购买力形成买方市场控制力，形成定价上的优势，通

过进口来获得价有所值的商品，有效地改善我国资源短缺的

局面，实现我国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既定情况下消费效用的提

升，通过进口商品获得部分贸易利益。

3. 通过财政政策改革不断矫正企业流失贸易利益的行

为。要通过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有效地矫正外贸行业利益流

失的问题，财政不应以资金补贴形式来矫正企业行为，而应通

过制度的供给和公共产品提供来服务企业。政府应利用手中

的权力支持建立完善的贸易利益促进与保障体系，完善商品

进出口的金融、信息咨询服务和其他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的

支持性政策措施，建立和完善市场运行和监控体系，加强对商

品进出口、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并进

一步完善贸易摩擦的应对机制以及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

制，减轻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和提高企业应对反倾销调

查的能力。政府要通过信息的提供和预警体系的建立来减少

企业的损失，以服务手段来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促进贸易经

济效益的提高与财政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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