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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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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内物价走低及国内经济和政策对外贸发展的促进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对

外贸易实现入世首年开门红，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内外大多数政府部门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期。2002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6207．

9亿美元，首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比2001年增长21．8％；其中出口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达3255．7亿美元，增长22．3％；进口

2952．2亿美元，增长21．2％；累计实现贸易顺差303．5亿美元。2003年影响出口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

界经济一体化大潮，外部环境对出口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归纳起来，2003年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的稳定增长。 

  2002年，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开始摆脱低迷萧条状态，表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2002年全年世界GDP可望龀?％左

右，比2001年的增长水平有显著提高。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不发生意外变故，2003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形势要好于2002年。去年四季

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各大国际机构都纷纷发布了2002年秋季预测报告，普遍认为，2003年世界经济增长力度

将进一步增强，全球GDP增长率可望达到3％以上。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2．5％；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可望增长5％左右。2003

年，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均将稳步上升，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增长区间为2．6－3％，比2002年略有提高；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明显

加快，GDP增长率将从今年的1％左右提高到2．3％；日本经济可望于明年彻底走出衰退的旋涡，实现1％的经济增长。另外，亚洲新兴工

业化地区的经济也可望实现5％的较高增长。鉴于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地区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目的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持

续增长将有利地带动中国出口的继续繁荣。 

  世界贸易增长将适度加快成为推动出口扩大的重要因素。 

  2002年，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带动下，世界贸易得到恢复性增长，但力度较弱。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02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的实

际增长速度仅能达到1％左右。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将适度加快。世界贸易的增速可能恢复到6－6．

5％的水平。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预测，2003年世界出口额可望达到68571亿美元，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率也将达到5．

7％。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进口增长率将分别达到8．5％、11．3％和3％。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贸易伙伴国进口的扩大将为我

国出口产品的扩张带来机遇。 

  此外，2003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二年，一些国家在过渡期内虽然保留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配额和关税限制，但按照逐年递减的原

则，明年配额会进一步扩大，关税水平也会适度下降。如2003年，我国将继续享受《纺织品服装协议》中配额递增的好处，欧盟对我国鞋

靴、陶瓷用品和厨房用品的准入量将增长10％至15％；阿根廷、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对我国商品的关税也将继续削减。经过一年的磨

练，中国企业融入世界市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适应外部市场变化能力和整体竞争能力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些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

出口。 

  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适度增长，发展对外贸易仍将是经济工作的重点。 

  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47％，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

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7％以上的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然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予以扶持。在不违反WTO规则下，政府将继续给予出口企业以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如出口退税，加强信息和技术服务支

持，提高通关效率等。虽然财政政策的力度将略弱于前几年，但货币政策可在适当时机补足缺口。随着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银行体系

也将日趋完善，一些中小民营或股份制银行的诞生将为出口型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条件，这些都有助于拉动出口的增长。 

  国内外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 

  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水平自2002年以来普遍反弹甚至大幅升高。2003年四季度，非能源类商品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6％以上，其中农产

品价格涨幅为10％以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高达20％以上。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加快，预计国际商品市场需求将继续有所

增长，产品价格可望保持上升势头，但受基数和供给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价格上扬势头将逐渐趋缓。对于我国一些初级产品出口企业而

言，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扬有利于其出口额的扩大，提高经济效益。近几年，我国一直处于通货紧缩之中，2002年，虽然经济得以快速增

长，物价水平总体仍呈低迷态势，但下半年价格下降幅度已有所减缓。2003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通货紧缩现象将有所缓

解，全年物价甚至会出现小幅上扬。物价的回升一定程度上会抬高某些出口商的采购和制造成本，但预计全年对利润的影响不会很显著。 

出口增长中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从目前的情况看，2003年的国际环境中也存在不少未知和可变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的力度、"美伊冲突 的演变和进

展情况、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等等。首先，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较多，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

体增长前景尚不明朗：美国经济受股、汇市波动、财务丑闻、企业效益下滑等因素影响，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欧盟各国由于结构性矛盾突

出、失业率高、欧元升值和投资需求不足，下一步走势并不乐观；日本经济内需不振、通货紧缩严重、银行坏帐率高、财政负担重等矛盾

仍未改观，经济增长将继续低速徘徊。拉美金融危机虽然暂时出现了缓和局面，但引发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其次，世

界原油鄹癫晃榷ǘ匀 蚓 酶此展钩赏 病?002年以来，原油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上涨40％以上。油价持续上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果发生"美伊战争 ，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将出现剧烈波动，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第

三，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仍是重大障碍。最近一段时期内，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又不断抬头，一些发达国家以环保标准、质

量标准、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等多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对进口实行限制，并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最近两年来，国际上针对中

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频频立案。特别是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较大，不少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

难度有可能加大。  

  由此可见，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总体上看，出口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尚属平稳，但受到去年

出口高基数的制约，大幅度增长很难实现。预计2003年出口将保持平稳增长，全年增长速度可望达到10％左右，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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