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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对华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解冠慧

（长沙理工大学 经管学院，湖南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受多个因素影响，其中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十分重要的原因。通过形成中美贸易差

额的商品构成发现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源于制造业贸易，中美制造业贸易顺差与中美贸易顺差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同比增长，而这一时期７０％的ＦＤＩ投资于制造业，其中以日本和韩国的投资额居前列。可知中美贸易失衡与中国

在这一时期承接日韩两国产业转移具相关性，从制造业角度对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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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差额成为中

美经贸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中美两国统计数据

看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商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

包括机电、轻工、家具玩具及纺织服装类产品，这部

分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达６０％以上，同

时期日韩两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在不断减少。

在第三次全球性产业转移中，日韩为规避与美

国的贸易争端将其国内制造业的产品组装工序转移

到中国，以中国为其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基地，其实际

效果等同于把两国与美国的部分贸易摩擦转化为中

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直接推动

了中国对美贸易额的大幅增长，对两国贸易差额的

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明确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对中

美贸易差额带来的贡献度对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差额

成因有较大帮助并对分析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

中国如何占据国际分工的有利地位及如何平衡中美

贸易差额起到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基础

产业的非 均 衡 地 理 分 布 源 于 各 区 域 特 征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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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要素禀 赋、技 术、地 理 位 置、政 府 的 区 域 政 策

等，各区域如果专业化本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便

会形成不同的生产结构。

蒲格和维纳布斯（１９９６）认为“规模效益”决定某

一行业在某地区形成集聚，随着产业集聚的形成会

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因其成熟的产业集聚平台

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而能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Ｋｌｉ－
ｍｅｎｋｏ（２００３）认为一定程度的产业集聚会使得集聚

区内非贸易品价格高昂，出现拥挤成本造成产业扩

散的离心力促使某些相关产业脱离集聚区转移到新

的地理区位。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１）将各种

集聚机制的产业特性作为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发现

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对产业集聚有着显著的影响。

Ｍｉｄｅｌｆａｒｔ－Ｋｎａｒｖ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的 实 证 研 究 表 明

科技人力资源与产业间前、后拉联结对产业选择有

重要作用。这些观点都较好的解释了产业转移是如

何影响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地理分布。跨国公司

的迅速发展承载了生产、技术要素在国家间的主要

流动。迈克尔·波 特（１９８５）提 出 产 业 转 移 是 产 业

链、供应链的区位中心转移，最后形成全部产业链的

企业集群式、组团型转移。

产业转移通过不同途径对不同国家间贸易方式

及全球贸易和地理分布产生着影响，其影响方式与

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可通过实证分析体现。

　　二、现状描述与实证分析

（一）中美贸易差额构成

在中美贸易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里，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
年中国对美贸易一直为逆差，主要因为我国刚对外

开放，对机械设备等商品的进口需求很高而出口商

品竞争力不强导致。从１９８３年起中国对美贸易持

续保持顺差，从１９８３年３．２亿美元到２０１０年１８１３
亿美元，增加了５００多倍。

从图１可知，中美贸易顺差的形成主要集中在

纺织、机电、家具及玩具制造业。其中机电产品及纺

织品贸易占据中美贸易顺差的７０％左右，杂项制品

包括家具和玩具产品贸易占据２０％左右，中美贸易

顺差主要来源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

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体现在数量巨大、供给

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向高加工度方向升级的大规

模加工组装业上，已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际竞争力，

在中美贸易中能争取到较有利的分工地位。纵观中

国制造业发展史，其快速发展、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的时期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当时通过大量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了以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转

移的制造业环节，并将中国迅速推上了世界工厂的

地位。

图１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产品构成

（二）日韩对华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

（１）相关性

图２表示从１９８９到２００９年 期 间，美 中、美 日、

美韩之间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差额（美方统计）。二十

年间中日韩三国对美国的制造业贸易均为顺差，但

顺差额 却 有 不 同。中 国 对 美 制 造 业 贸 易 顺 差 从

１９９３年开始逐年攀升，仅在２０００年稍有回落，之后

继续大幅增长，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有

一定下滑，但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一路上扬的

趋势已得到清晰表现。

图２　１９８９至２００９中美、日美、

韩美制造业贸易差额（亿美元）

反观美日、美韩制造业贸易差额一直都较为平

稳，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之后都出现过明显的下降，如果

扣除美元汇率影响因素则日韩两国对美国的制造业

贸易顺差额应是逐年下降。

中国制造业开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始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与日韩对美制造业贸易差额的减少

处于同一时段。从表１可知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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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电行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中

国对美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伴随中美贸易差额的不断

扩大而稳步提升，这时期中美制造业差额占据中美

贸易差额的比重日渐增大。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表现在工业制成品的出

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得益于承接

国际产业转移后制造业吸引的ＦＤＩ总量逐年增加，

表１同时反映 了 吸 引ＦＤＩ的 工 业 制 成 品 出 口 在 同

年出口总额中占有一定比重，是制造业产品出口的

重要组成部分。

表１　１９８５－２００９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出口总额（亿元）

年份
工业制成品

出口额

占当年出口

总额比重

吸引ＦＤＩ制造业出口额占

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

１９８５　 １３５．２２　 ４９．４　 １６．７

１９８６　 １９６．７　 ６３．７　 １８．２

１９８７　 ２６２．０６　 ６６．３　 １７．８

１９８８　 ３３１．１　 ６９．６　 １８．７

１９８９　 ３７４．６　 ７１．４　 １９．２

１９９０　 ４６２．０５　 ７４．４　 １５．５

１９９１　 ５５６．９８　 ７７．５　 １４．６

１９９２　 ６７９．３６　 ８０．０　 １４．５

１９９３　 ７５０．７８　 ８１．８　 １４．２

１９９４　 １０１２．９８　 ８３．４　 １５．７

１９９５　 １２７２．９５　 ８５．６　 １５．２

１９９６　 １２９１．２３　 ８５．５　 １６．３

１９９７　 １５８８．３９　 ８６．９　 １５．５

１９９８　 １６３２．２　 ８８．８　 １５．７

１９９９　 １７４９．９　 ８９．８　 １７．８

２０００　 ２２３７．４３　 ８９．８　 ２０．８

２００１　 ２３９７．６　 ９０．１　 ２２．９

２００２　 ２９７０．５６　 ９１．２　 ２４．０

２００３　 ４０３４．１６　 ９２．０　 ２５．１

２００４　 ５５２７．７７　 ９３．２　 ２５．３

２００５　 ７１２９．１６　 ９３．６　 ２１．４

２００６　 ９１６０．１７　 ９４．５　 ２１．８

２００７　 １１５６２．６７　 ９４．９　 ２２．４

２００８　 １３５０７．３６　 ９４．６　 ２３．５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７６．８　 ９４．３　 ２０．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局、商务部公布数据整理

从表２可以 看 出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中 近７０％的 份

额投入到了制造业领域，居所有行业之首。对外商

开放投资市场后中国的制造业在产业规模、水平和

竞争力上不断提升，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企业出

口迅速增长。

表２　截至２０１０年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亿美元）

行业名称 项目数 比重％ 合同外资金额 比重％

总计 ６５９８８５　 １００　 １９５９５．４７　 １００

农、林、牧、渔业 １８４３７　 ２．７９　 ３７４．９１　 １．９１

制造业 ４５３８１７　 ６８．７７　１１９２２．５０　 ６０．８４

建筑业 １１８３０　 １．７９　 ３７４．６７　 １．９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８４５３　 １．２８　 ４７８．６１　 ２．４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７１７１　 １．０９　 ２１９．６３　 １．１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４７２３　 ６．７８　 ６４４．４５　 ３．２９

房地产业 ４９１２２　 ７．４４　 ３１９０．３　 １６．１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０６４２　 ４．６４　 ８．２．７６　 ４．１０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
９６７３　 １．４７　 １９１．８０　 ０．９８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１６２４　 １．７６　 ２４１．９１　 １．２３

　　数据来源：ｗｗｗ．ｆｄｉ．ｇｏｖ．ｃｎ

表２的ＦＤＩ流 向 表 明 中 国 对 外 贸 易 的 顺 差 主

要来源于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后引起的企业出口

膨胀，而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比重较大的中美

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

从１９９５到２０１０年里在全球加工制造业向以中国为

核心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过程中，中国承接了以日韩

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调

整的压力下进行的制造业转移，而中美贸易差额就

是在这种背景下演变成逐年扩大的趋势。中国在承

接东亚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际承接了大部分东亚各

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而这部分的逆差即是现

今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来源。

（２）中国承接日韩产业转移状况分析

长期 以 来 日 本 都 是 中 国 吸 收ＦＤＩ的 重 要 来 源

国，其多年来对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中心

展开的，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

８０％以上。投资方式是将中国作为出口产业生产的

基地，使在华日企成为其本土母公司的组装车间和

对第三国出口的加工厂。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

日本就将国内加工产品和组装环节转向中国，集中

在食品加工、纺 织 品、服 装、木 材、和 电 子 部 件 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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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额呈逐年上升之势。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

开始转向 机 械、电 子、汽 车 等 资 本 密 集 型 行 业。从

２０００至今的十 多 年 间 日 本 在 华 投 资 规 模 最 大 的 行

业分别为汽车工业、电子通讯设备、电气机械、普通

机械和服装制造业。

随着日本对中国投资额和日资公司在中国当地

销售比重的日趋增加，同期日本对第三国的出口却

明显下降，如２０００年当日本公司在中国销售比重增

加到５４．８％时，同年日本对第三国出口比重却下降

到不足２０％。数 据 表 面 上 指 向 日 本 的 出 口 贸 易 额

下降，而实际上日本对第三国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

通过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转变为以中国对第三国出

口的形式，并因此计入了中国当年的出口贸易额中

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组成部分。

韩国对中国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上。据韩

国银行统计，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韩国在中国的

投资项目８５％都集中在制造业上，集中度较日本更

高。从９０年代初的纺织、服装、玩具、皮革、电子、机

械等一般制造业，到９０年代后期至今的信息技术、

机电、化工等行业，充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以成

本优势增强产品竞争力为导向的出口始终是韩国对

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特点。韩国跨国企业建立起来

的低成本生产竞争优势在第三国市场上一直对中国

同类产品的出口有较强的替代作用。

（３）中日韩三国出口贸易变化比较

中、日、韩三国的产业结构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

逐步趋同，三国的制造业都是各国的主导产业，制成

品的出口在本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均在９０％以上。

日本韩国尤以资本及技术密集的制造业产品在对外

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行业，近年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得到快速

发展，如机械与运输设备行业的出口已在中国的对

外出口中占据一定份额。

从图３中可以看到从１９８５至２００７年随着产业

转移的 进 行，日 本 的 出 口 总 体 保 持 下 降 趋 势，在

１９９４年出现过 小 高 峰，而 韩 国 则 基 本 维 持 平 稳，中

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贸易额

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不断上升。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日韩通过对中国的直接投

资，将制造业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制成

品的出口地指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与日韩等国对中国

直接投资有密切的关系。日韩将中国作为生产、出

口基地，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出口，使得其对美国的出

口转变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致使贸易方向发生转

移，产生了出 口 替 代，对 中 美 贸 易 结 构 造 成 重 要 的

影响。

图３　中、日、韩三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比重变化

　　三、结论

中美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是日韩将制造业生产

环节转移而来形成的结果，它们对美的出口也因此

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形成了贸易差额的

转移。虽然美中贸易逆差比重逐年上升，但中国只

是从日韩分享了美国对其贸易逆差的份额。中国对

美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是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

承接了日韩对美国的部分贸易顺差导致贸易转移的

结果。因此 中 美 贸 易 差 额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不 是 偶 然

的，它是在 一 定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所 发 生 的 必 然 现 象。

它的持续扩 大 不 但 直 接 影 响 着 中 美 两 国 的 经 贸 发

展，也势必会影响全球的经济贸易。

［参考文献］

［１］宋群．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利弊分析［Ｊ］．国际贸易，２００６（８）．

［２］胡俊文．国际产业转移的基 本 规 律 及 变 化 趋 势［Ｊ］．国 际 贸 易 问

题，２００４（５）．

［３］陈汉林，孔 令 香．２１世 纪 初 美 国 经 济 波 动 对 中 美 贸 易 的 影 响

［Ａ］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Ｃ］．２００７．

［４］李艳洁．从产业转移看中 美 贸 易 不 平 衡［Ｄ］．中 国 优 秀 硕 士 论

文全文数据库，２００８．

［５］柴海涛、廖育廉．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研究［Ｄ］．吉林大学，２００６．

［６］居占杰．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Ｍ］．世

界经济导刊，２００６（６）．

［７］刘艳君．服务 业 国 际 转 移 及 其 对 中 国 经 济 的 影 响［Ｄ］．河 北 大

学，２００５．

［责任编辑　刘范弟］

７８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解冠慧：日韩对华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