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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 ,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

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 ,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

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 - 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其背后的根

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

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

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 ,通过拉动内需

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 ,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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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在全球经济失衡、美元泛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美元高估需要贬值 (表现为人民币相

对美元低估从而面临升值压力)的大背景下 ,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出现了外部不平衡。1994 年以来 ,

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大规模顺差。2007 年 ,经常项目顺差 (以外贸顺差为主要部分) 占 GDP 的比

率达到 1013 % ,加上资本项目顺差 ,2007 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与 GDP 的比率为 1213 % (见图 1) 。

如此高的“双顺差”无论在世界经济历史上还是当前全球经济中都是比较少见的。这个问题以及如

何解决这个问题 ,自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本文是在已有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论证了企

业未分配收入过大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而论证了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一

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图 1 　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一、引致我国外部失衡的多种可能的原因

11 多种原因分析

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经常项目顺差 ,肯定不是由单一的或简单的原因引起的 ,而可能是多个原

因引起的。根据我们自己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 ,引致我国外部失衡可能的原因包括

以下几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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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体制改革、技术进步 ,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导致国际竞争力提

高 ,出口增长 ,并因进口替代效应导致进口相对增长较慢 ;

(2)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 ,借助外资发展自己 (而在国内购

买力相对较小发展阶段上 ,外资主要以生产出口商品为主) 的特殊增长模式 ,本身决定了我国长期

存在贸易顺差 (而且伴随资本流入 ,形成“双顺差”) ;

(3)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和贸易禁运政策抑制了我国的进口 ;

(4)美元的“本位”地位导致国际流动性过剩 ,美国消费需求过大 ,储蓄过低 ,债务过高 ,导致美

元币值高估 ,并具有贬值的趋势 ;

(5)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滞后 ,人民币汇率一段时间内低估 ,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 ;

(6)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价格扭曲 ,出现了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过低 ,导致出口竞争力虚高 ;

(7)国内经济失衡 ,储蓄过高 ,消费过低 ,导致总储蓄过大和“国民净储蓄”(即经常帐户顺差) 过

大。

这些原因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对我国的外部失衡有所贡献。其中特别是美元流动性过剩 (包括

美元贬值)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高技术产品禁运 ,是决定“全球失衡”的最重要原因。如果说

全球需要调整 ,美国首先要承担调整的责任与成本。不应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 (如生产率提高等)

和贫困 (劳动成本较低) ,说成是不平衡的原因。但是 ,就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而言 ,价格扭曲和储

蓄率过高则是导致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中国也应分担调整责任的

话 ,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发展 ,消除价格扭曲和改善储蓄 - 消费比例关系 ,是我们努力要实现

的改革目标。由于能源价格体制已经开始进行调整 ,本研究着重分析储蓄 - 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

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导致外部失衡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21 可消除的因素与不可消除的因素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将以上的各种可能的贡献因素按照“我们可消除与否”的标准加以分类 ,可

以发现以下三种情况 :

(1)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是不应消除的因素 ,这主要包括改革发展导致效率提高和借助

外资发展自己这两个因素。由此产生的部分顺差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

这种顺差 ,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缩小。

(2)我们所控制不了、我们无法消除的因素 ,这就是美元流动性过剩和技术禁运。国际货币体

系一天不改变 ,美国继续扩大债务发行 ,西方国家不解除对我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 ,国际不平

衡就会继续存在 ,这是我们无法通过我们的努力所能改变的事情 (以汇率调整为例 ,我们的货币由

于我们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一定程度的升值 ,这是我们可以逐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做到的事情 ;但是

美国那边不调整 ,美元总要贬值 ,就总会要压我们升值 ,这是由汇率的“另一边”决定的 ,不是我们可

以解决的问题 ,美国国会要求的那种大幅度的不断升值 ,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

(3)属于我们体制和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加以努力可以减少或消除的因素。这主要是指我们存

在的价格扭曲和储蓄 - 消费失衡。我们从 2005 年起已经开始调整汇率 ,从 2008 年开始已经调整

了能源和部分资源的价格 ,也正在加大整治环境、实行节能减排的力度 ,当然还需要继续努力 ,逐步

消除这些因素的作用。而储蓄 - 消费比例失衡 ,为了我们自己的持续发展 ,也要尽快提上日程加以

解决 ,这属于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 (正因如此 ,它构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问题) 。

31“合理顺差”、不可消除顺差与可消除顺差

以上这一分类 ,就可以使我们对于是否存在“合理顺差”或“无法消除的顺差”的问题有一新的

认识。由我国积极发展、效率改进所导致的顺差 ,可以说是现阶段还应该存在的“合理顺差”(从理

论上说这部分量本身不会太大 ,因为竞争力的提高不是突变式的) ;而由其他国家拒不调整我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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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的那些因素所导致的顺差 ,可以称之为我们“无法消除的顺差”。以上两部分加到一起可

以称作“一时无法消除的顺差”。根据我们在本研究中进行的估计 ,这部分可能占到我们总顺差的

60 %左右 (见樊纲等 ,2009) 。这一规模的顺差在一定时期伴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难以避免。而由

我们国内体制上的问题导致的价格扭曲与内部比例失衡所导致的顺差 ,则可以称为“可消除顺差”。

我们不应消除不该消除的顺差 ,这些顺差不是由我们造成的或者短期内不能消除 ,但是我们要及时

加以努力 ,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顺差 ,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为平衡 ,而且是更加内外平衡 ,以实现

更加平稳持续的发展。

本研究的目的 ,就是从体制原因上分析我们内部失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消费 - 储蓄比例失衡 ,

力求通过消除这种失衡 ,尽可能地消除“可消除的顺差”。

二、储蓄 - 消费比例失衡 ,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内部原因

我国经济结构内部比例失衡具体表现在 ,国民总储蓄占 GDP 的比例在 2007 年达到“破记录”

(可能是世界记录)的 5112 % ,而消费只有 4818 % , 其中扣除政府消费 14 %之后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率只有 3418 % ,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低的 ,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上也是最低的。国内消费需求降

到如此低的比例 ,可以十分确定地说明我们自己的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调。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是相互联系的 ,问题必须相互联系地加以解决。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 ,假定政府自身收支平衡 ,GDP 从需求方可以写成 :

Y= C + I + X

其中 Y代表国内的总产出 ,也就是 GDP ,C代表消费 , I代表投资 , G代表政府支出 ,X 代表出口 (国

外对我们的需求) 。

图 2 　1998 —2008 年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平均消费倾向与贸易平衡 ①　

①　数据来源 : IMF 的国际金融统计 ,其中 2008 年的数据是该组织估计的结果。回归线中 ,实线是 44 个国家的回归结果 ,而虚

线是中国的回归线 ,44 是中国在样本数据中的序号。横轴和纵轴中给出了消费倾向和贸易顺差的核密度分布 ,其中十字叉点代表

44 个国家 ,空心方块代表中国的分布情况。轴边的密度分布 ,空心的代表中国 ,实心的代表 44 个国家的分布情况。

　　GDP 从供给方可以写成 :

Y= C + S + M

其中 S 代表储蓄 ,M 代表进口 (国外对我们的

供给) 。

总供求的事后平衡 (衡等 ,不是均衡) 取

决于 :

I + X = S + M

即

S - I = X - M

即

国民净储蓄 = 外贸顺差

由此可见 ,一国的外贸顺差和国民净储

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就因果关系而言 ,

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在本文中 ,我们使

用的假说是国民净储蓄对外部顺差存在着正

向的因果关系 ,或者说 ,净储蓄过大是外部顺差的解释因素之一。

这一点可以从实证角度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平均消费倾向越低 (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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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的国家 ,出现贸易顺差的可能性越大 ;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储蓄相对较低)的国家 ,出现贸

易逆差的可能性越大。图 2 表明 ,我国消费率核密度分布的均值在 45 %左右 ,而 44 个国家消费率

核密度分布的均值在 58 %左右 ;同时 ,我国贸易顺差占比核密度分布的均值在 218 %左右 ,44 个国

家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的核密度分布均值在 0 左右。也就是说 ,同世界上 40 多个主要国家 (既包

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相比 ,在同样的贸易平衡幅度下 ,我国的平均消费率要低于其他国

家的平均水平。因此 ,用高储蓄率来解释高顺差 ,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可以由统计关系来加以论证

的。

我国的长期数据也证明了高储蓄导致贸易顺差。由于变量的非稳定性 ,我们采用 Johanson 检

验来判断消费 - 储蓄失衡和贸易失衡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 1 给出了协整检验的结果 ,

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从协整方程来看 ,储蓄投资比提高 1 %会带来出口与进口

比提高 0178 %左右。这从侧面说明了 1981 —2008 年间 ,我国储蓄 - 投资缺口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态

势的相应转变 ,与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显然有着紧密的关联和一致性。

表 1 我国净储蓄率和贸易顺差的协整性检验

零假设 特征值 似然比检验 5 %临界值 1 %临界值 协整个数

rk ( ∏) = 0 01515675 171186693 15141 20104 None

rk ( ∏) = 1 01032925 01 870461 3176 6165 At most 1

　　资料来源 :樊纲等 (2009) 。

LNNX = 0123
(1185)

+ 0178LNSI①
(4169)

R
2

= 0165 　DW = 1158 　F = 2211

　表 2 我国净储蓄率和贸易顺差的 Granger 因果性检验

零假设 滞后期 F2Statistic Probability

LNS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NX

LN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I

LNS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NX

LN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I

LNS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NX

LN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I

LNS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NX

LN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I

1

2

3

4

5164839 0102673

4125718 0103637

415179 0104021

417849 0104675

118509 0106896

313509 0108294

018757 0150143

216886 0106107

　　　资料来源 :同表 1。其中 ,LNSI 代表储蓄和投资比的对数 ,LNCA 代表出口和

进口比的对数。

借助格兰杰检验的方法②,我

们采用 1981 —2008 年我国的储蓄、

投资、经常项目余额的年度数据 ,从

实证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储蓄 - 投

资失衡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共生性。

从表 2 可以看出 ,当确定 5 %的显

著性水平 ,滞后期数是 1 —2 时 ,净

储蓄不是贸易顺差的 Granger 原因 ;

在滞后期数是 3 时 ,勉强是 Granger

原因 ;在滞后期数是 4 时 ,净储蓄是

贸易顺差的 Granger 原因 ;而贸易顺

差在滞后期数为 1 —4 时都不是净储蓄变动的 Granger 原因。因此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的国民净储

蓄是导致我国外贸长期顺差的 Granger 原因。

国民净储蓄是由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差。在我国 , GDP 中的资本形成占比为 42 % ,应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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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基本依据是 :将来不能预测过去 ,如果 Y的变化是由 X引起的 ,则 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 Y的变化之

前。具体来讲 ,如果两个经济变量 X、Y在包含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 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单独由 Y的过去信息对 Y的预测 ,称 X

为 Y的 Granger 原因。Granger 判断变量 X的变化是否是变量 Y变化的原因 ,是在回归方程中加入 X的滞后值之后 ,X对 Y的解释

程度是否获得了提高。如果 X与 Y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或者 X对 Y的预测有所帮助 ,就可以认为 Y是由 X Granger 引

起的。

LNNX代表出口与进口比的对数 ;LNSI 代表储蓄与投资比的对数 ;具体的估计过程和估计方法可以参见国民经济研究所

樊纲等 (2009)工作论文。



样的总投资规模是不小的 ,所以净储蓄大的原因 ,不是投资太小 ,而是总储蓄太大。

三、导致我国总储蓄太大的原因 ,不是居民储蓄的增长 ,

而是企业储蓄的提高

　　通常人们一说到储蓄过高 ,马上就会认为是居民消费太少从而储蓄倾向过大 ,但是 1992 年以

来居民的储蓄倾向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不能通过居民储蓄倾向来解释我国持续的总储蓄变化和贸

易顺差的变化。从图 3 可以看出 ,1992 —2007 年间 ,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基本上在 30 %左右波动 ,

1998 —2003 年间降到了 28 %以下 ,尤其是 2001 年最低时仅仅只有 2513 %。那种认为我国居民储蓄

率过高导致投资过热、贸易顺差 ,因此建议降低利率、对银行储蓄征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图 3 　居民储蓄倾向 　

从储蓄结构上来看 ,我国储蓄率的大

幅度提高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储蓄的提高 ,

居民储蓄的相对比重实际上是下降的 ,政

府储蓄变动不大。① 图 4 表明 ,居民储蓄

占总储蓄的比重 ,从 1992 年的 56 %一路

下滑到 2007 年的 32 % ;而企业储蓄占总

储蓄的比重 ,从 1992 年的 2817 %上升到

2007 的 4817 % ;政府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

在 16 %上下徘徊 ,最高时 2003 年达到过 2117 % ,最低时 2004 年仅占 13 %。因此 ,居民储蓄比重的

下降和企业储蓄比重的上升是导致我国储蓄率过高、净储蓄过大的主要原因。

图 4 　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 　

而引起储蓄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是收入结构的变化。居民可支配收入

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 ,而企业收入

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这才

是导致我国投资过热、持续贸易顺差

的根本原因。从图 5 可以看出 ,1992

年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企业和政府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是 2127 ,此后一路下

滑 ,到 2007 年时 ,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了 1136 ,下降了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居民收入的下降限制了

国民经济的内部需求提高 ,而企业收入的上升拉动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四、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资源价格上涨、

垄断利润提高与国企不分红

　　企业因为改革开放、技术进步 ,生产效率有了提高 ,使得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

上升。从 1982 年到 2007 年期间 ,除了 1991 年之外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一直保持平稳上升趋势 ,由此导致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 ,对外出口总额大幅度上升。从

图 6 可以看出 ,自 1992 年以来 ,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 515 %左右波动 ,劳动生产率在 9 %

左右徘徊 ,受此影响 ,我国的进出口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其中 ,出口的平均增长率是 2513 % ,进

口的平均增长率是 22 % ,因此 ,净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在 313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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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扬、殷剑峰 (2007)对中国储蓄—消费比例问题进行的研究的结论是 :中国储蓄过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储蓄过高。而我

们的研究没有发现政府储蓄的大幅度上涨 ,而是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储蓄的大幅度上涨。



图 5 　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滑 　

①　其中 ,PEXP 代表出口的增长率 ,PIMP 代表进口的增长率 ,LBPG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FAPG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率。左边纵轴表示进出口的增长率 ,右边纵轴表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但是 ,由于我国仍处在发展初期 ,处在所谓

的“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状态 ,过剩劳动力大量存

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导致工资上升速度缓

慢 ,慢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从而导致单位

产值中的工资比率下降 ,企业收入增长幅度快于

工资收入增长 ,使得企业储蓄能力较高。图 7 表

明自 1995 年以来 ,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

呈现下降趋势 ,从 1996 年的 5314 % ,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3917 % ,特别是 2003 年之后大幅度下

降 ,四年中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

图 6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进出口ΠGDP①　

图 7 　劳动者报酬在 GDP中占比的变动趋势 　

图 8 　收入法 GDP中企业营业盈余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关系 　

前些年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造成企业利润猛增。2000 年之后 ,各种资源和能源的价

格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上涨 ,我国的一些传统产业 ,比如采矿、石油冶炼、钢铁等 ,行业利润上升非

32

2009 年第 8 期



常快 ,单纯从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行业的利润增长。图 8 表明 ,从近年来的数据看 ,

我国企业营业盈余占 GDP 的比重与国际商品价格指数 (CRB) 成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 ,相关系数高

达 0187。特别是 2000 年之后 ,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企业盈余所占的比重上升的幅度基

本相同。

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以上各种因素对企业利润增长的影响。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的回归分析说

明 ,企业生产效率的上升和能源价格的上涨都会提升企业的利润 ,而劳动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企业利

润的下降。

FPVIP = - 0145
( - 1140)

- 01009 CLB ( - 2)
( - 3162)

- 01015 CLB ( - 3)
( - 5119)

+ 0111 LNAL
(6182)

+ 0112 LNRP
(2112)

+ 0193 FPVIP( - 1)
(14165) ①

　　　　R
2

= 0193 　DW = 2118 　F = 98

在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这三个因素中 ,其中有两个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关的。一个是

企业效率的提高 ,这是我国改革与开放的结果 ;另一个是工资上涨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导

致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下降。

但是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企业利润提高 ,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一国的资源收益原则应该属

于国家或全民所有 ,资源价格上涨导致的收益增加原则上不应表现为资源企业利润的上升。正因

如此 ,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财税机制 ,如资源企业上缴的“资源开采特许权费”或累进资源税 ,将应

属资源收益的部分 ,收归国库。特别是在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 ,由涨价而导致的收入大部分都会收

缴国家财政。而我国对于资源行业长期以来采取的管理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企业既不缴纳开采资

源的特许权费用 ,也不和国家分享资源溢价收入的状况 (2007 年后开始略有改变) 。而且 ,目前这

些企业上缴的资源租也存在许多问题 ,如资源税费关系混淆 ,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 ,资源收益征收

不及时 ,资源租金比率低等 ,使得资源税的实际征收不足。这些因素实际上导致了在 2004 年以后

世界资源价格飞涨时期企业利润的“虚增”,即本该不归属于企业而上缴国家的那部分资源溢价收

益 ,被当作企业的利润留存下来 ,结果就是 2004 年以后我国企业储蓄大幅增长。

五、国有企业利润“不分红”是导致企业储蓄在国民收入中

比重大幅提高的另一个要素

　　企业储蓄的定义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收入。因此 ,企业的利润可以增长 ,即使本来属于全民的

资源租变成了企业利润 ,但只要利润是分红的 ,国有资产的利润像其他国家那样 ,都通过利润分红

上缴国家财政所有 ,仍然不会有企业储蓄即“企业未分配利润”快速增长的问题。

但是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行利改税以来 ,制度上就规定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 ,我国数目

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 ,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 ,从那时开始基本未向财政部、

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 ,类似于无偿使用国有资产。从行业属性看 ,我国工业企

业利润明显朝少数垄断行业领域集中 ,国防军工、石油石化、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矿产资源开发

等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利润这几年上涨最快 (2008 年改革② 之后 ,国有企业只向国家缴纳利润的

5 % —9 %) 。超额的利润给企业留下了大量的可支配资金 ,形成了巨大的企业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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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7 年 5 月 30 日 ,国务院审议批准了财政部会同国资委上报的请示 ,决定从 2007 年开始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其核心

是国有企业向国家分配利润 ,俗称“分红”。根据国资委《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从 2008 年开始实施 ,2008 年收取实施范围内企业 2007 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2007 年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 ,收取部分企

业 2006 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

LNRP 代表能源价格的对数 ;LNAL 代表企业利润的对数 ;CLB 代表劳动成本变动率。



以上分析表明 ,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造成我国企业高储蓄 :一是企业利润率“虚高”,二是巨额

企业利润“不分红”。也就是说 ,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两大问题 ,才能使企业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

平 ,从而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六、政策建议 :收租、分红、减税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的政策建议就是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 ,将企业应分未分的一部分收入转

移到居民部门 ,实现提高居民消费和降低国民储蓄率的目的。

这方面的财税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

(1)将本来应属于全民所有的、但现在以资源企业利润形式存在的“资源租”,以各种适当的方

式 ,如特许权费、资源税、级差租等形式 ,收归国有 ,上缴财政 ,使资源企业在长期内也只获得与投资

相适应的合理的平均利润 ;

(2)将国有企业利润 ,特别是自然Π行政垄断行业的利润 ,按照合理的比率进行“分红”,上缴国

家财政 (一般国家的分红比例是垄断行业 2Π3 , 一般行业 1Π3) ;

(3)在国家通过以上两个途径获得了更多收入的前提下 ,首先可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和对最低

收入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 ;同时 ,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斜率”,特别是对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阶

层的工薪族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对这部分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率可以降到与香港人才市场具有同

等竞争力的 15 %左右) ,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扩大居民消费 ,并由此提高消费的收入弹性。

如果实现了以上的财税体制改革 ,将从企业按合理比例收上来的“资源租”和“国资分红”,通过

财政转移支付和降低中等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率的方法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按照 2007 年的

GDP数据估算 ,我们有可能使我们的国民收入储蓄率降低 4 个百分点① 到 47 % ,外部顺差降到

6 % ,而总消费率可以上升到 53 %。如果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改革与调整措施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

态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内外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

七、体制改革与当前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面临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也在下滑。尽管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 (特别是外部因素的作

用) ,中国的外贸顺差有的时候还有所增加 ,但本文所分析的引起我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即储蓄

过大的问题 ,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 ,因为 :

(1)由于各种资源产品的价格下跌 ,表现为资源企业利润的“资源租”会有所减少 ;

(2)由于经济总体下滑 ,国有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相应地也会减少 (但这个因素需要具体分析 ,

在经济下滑时期 ,垄断利润下降的速度可能慢于其他收入部分 ,比如工资可能下降得更多 ,导致企

业储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上升) 。

这当然会降低有关财税改革的紧迫性 ,甚至使人们看不到问题所在。但是 ,问题只是暂时缓

解 ,并没有解决。相反 ,在企业收入下降时进行体制改革 ,企业当时需要上缴的东西不多 ,既得利益

的阻力可能会小一些 ,其实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

从另一方面说 ,外部消费品市场缩小 ,正需要我们扩大居民消费 ,减税的紧迫性加大 ,也正可以

推进财税改革。

综合考虑短期与长期的因素 ,及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消除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

因 ,我们才能更均衡地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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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对于 2007 年的数据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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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huge current accou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for it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for the reasons of the external imbalance , this paper tries to state that it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internal imbalance ,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consumption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latter can be accused of too much dividends of Stated2owned

enterprises and not sharing out bonus with ministry of fina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relative fiscal and tax policy reform will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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