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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8月7日，海关总署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
4%。其中，出口13.37万亿元，增长14.7%；进口10.23万亿元，增长5.3%；贸易
顺差3.14万亿元，扩大62.1%。另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7月当月，中国进出口同
比增长16.6%，延续了5月份以来外贸增速持续回升态势。

出口连续大幅增长，明显受益于发达国家中低端消费品需求相对加大。比如前7个
月的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总额达2.41万亿元，增长15.2%；而我国拥有相对价格优势的机电产品出口也
达7.57万亿元，增长10.1%。但在进口方面，鉴于能源和农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前
7个月，我国原油、煤炭、天然气
和大豆等进口减量，比如仅就7月当月而言，原油进口同比减少9.5%，煤炭进口同
比减少22.1%，而大宗原
材料中，铁矿砂进口前7个月总体量价齐跌，但7月进口量同比增长3.1%。

外贸
的强劲增
长，尤其是贸易顺
差不断且大幅增长，这显然会为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
作出积极贡献。实际上，中国二季度GDP
实现正增长，主要也得益于净出口
（贸易顺差）的强劲增长。欣喜之余，我们也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进口增长缓慢
，是否预示着中国内需还有欠强劲？这恐怕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国内需求（内需）越弱，越可能出口多、进口少，进出口之
间的顺差也会随之加大。这个顺差虽
说可以对中国GDP
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根本离不开中国。但同时应当也看到，中
国多年的经济政策，实际更希望中国经济能够“更多依托内需拉动”。而且历史已
经多次证明：顺差太大，会给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都带来较大的“平衡压力”。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2021年，中国全年商品贸易顺差超过6700亿美元，而今年前7
个月这个顺差又高达4823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19个月，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
元。

这超
过1万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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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顺差会不会冲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外汇储备的增量看，央行
基
础货
币并没有
因顺差而大幅增加
。所以，顺差没有对货币政策构成冲
击。加之美联储不断大幅加息
，这恐怕也会使企业、金融机构更愿意将多余外汇留在境外套利，从而尽量减少或
延缓国内结汇。但是，如果大量企业做出这样的选择，势必加大其手头人民币的紧
张程度，同时也会加大境内流动性资金的借贷需求。

企业把赚到的钱留在境外，借给它国使用，反过来在国内增加贷款，挤占国内有限
的金融资源，这是否会导致外需挤占内需？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所以
，中国经济政策应当更多发力，让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活跃起来，让企业看到更多在
国内赚钱的机会，一来可以此加大进口，减少顺差；二来会将投在境外的资金吸引
回来，构成良性循环。二者相加成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责编：吕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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