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政經發展面臨內外挑戰 

曾澍基 (17/2/2013) 

 

中評社華盛頓 2 月 12 日（記者 余東暉）發表評論文章〈中國超美成外貿老大意

味何在？〉，確認里程碑之外，分析算屬較廣和中肯。 

 

「根據美國公佈的最新資料，2012 年美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 3.82 萬億美元；而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2012 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 3.87 萬億美元。這樣中國

很有可能已經到達一個新的里程碑：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進出口國。」

(http://www.zhgpl.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93&kindid=795

0&docid=102437606) 

 

「雖然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高達 3.87 萬億美元，但一般貿易只占 52%，而

加工貿易仍占 48%，也就是說，中國仍有將近一半的貿易是因為替人打工、代人

生產而實現的，中國從中只獲得少量的加工費，並創造了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就業

崗位，而絕大部分生產和貿易盈利是被外商賺走的。 

 

去年中國對美出口最大宗商品是手機和廣播設備，高達 498 億美元，但加州大學

曾有一項研究發現，一台有 451 個零件的 iPod，美國零售價 299 美元，美國本土

企業和工人獲得 163 美元附加值，包括蘋果 80 美元、分銷和零售商 75 美元、零

件製造商 8 美元；日本獲 26 美元附加值，中國只獲 4 美元加工費，但每台產品

出口到美國，使中國對美國順差增加 150 美元。由此可見，這 498 億美元中，中

美各自實際獲益多少？美國轉嫁給中國貿易順差多少？誰是更大的贏家？不言

自明。 

 

再說銀行、保險、商業、教育、文化產品等服務貿易，美國 2012 年為 1.11 萬億

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多，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服務貿易一直是中國出

口的“軟肋”，長期呈現逆差狀態，逆差的最大來源地正是美國。」 

… 

在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環境持續惡化，資源趨於枯竭，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市

場趨於飽和的今天，加大貿易結構調整更顯緊迫，中國不能長期做世界的加工

廠，靠損耗自己的資源，破壞自己的環境，吃子孫後代飯，來換取不相稱的利益。

而貿易結構調整需要與整體經濟結構調整和再平衡相結合，是複雜的系統工程。

說到底，14 億人口的內需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強調筆者所加) 

 

理論上，中國人口占世界約 1/5，遠多過歐洲與北美的總和，開拓內在供求是應

然選擇。但由歷史低點發力起跑需時，以往 30 年雖已屬紀錄高速，各種不平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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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城鄉、財富收入 1、中央地方官商腐敗等)，加人口未富先老 2，形成了重重

障礙。 

 

中國正面對發展對均衡擴展的時間競賽，內外既得利益者那會看得遠。不幸地，

權鬥的上層就算具廣闊視野者，也須考慮實質政改未必達致所謂「目標」，相反

卻或產生亂局。民主化變成一個難以測量的兩難變數。 

 

況且，宏觀地看，我預測的資源爭奪戰明顯降臨 3。區域及全球衝突在這次資本

主義長波下浪 4 還未完結之前，戰雲密佈 5，擦槍走火後果，可大可小。何類的

政權與社會體系，能經歷風浪而持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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