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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增长是否步入新周期？①
  

 

今年以来，不论从名义增速，还是实际增速来看，全球贸易都在复苏。从

名义增速来看，2012-2014 年，全球贸易仅维持微弱的正增长，2015 年和 2016

年更是呈现负增长。今年全球贸易形势明显好转，上半年增长 9.27%。从实际增

速来看，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增长 4%左右，打破前几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

速的低迷态势。可以说，今年全球贸易回暖几成定局。 

 

    分区域和经济体来看，今年全球贸易复苏是普遍现象，并不是某一区域或

经济体的一枝独秀。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出现外贸回暖的

现象。从区域来看，出口方面，亚洲、北美、中南美反弹较为明显，欧洲和其

他区域反弹不明显；进口方面，除欧洲外，各区域反弹均较为明显。细分经济

体，亦发现外贸回暖是普遍现象。代表性发达经济体中的美国、欧盟、日本、

韩国等均反弹明显，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均扭

转前几年的外贸颓势。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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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本轮全球性外贸回暖的原因是什么？为此，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经济增速，另一个是贸易弹性。一方面，经济形势直接决定外贸形势，经

济增速影响外贸增速。另一方面，一单位经济增长所拉动的外贸增长并不确定，

这就涉及到贸易弹性，即一单位经济增长拉动多少单位的外贸增长，也可以称

之为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很多，比如贸易保护程度、地缘政治风险、

自然灾害、经济活跃度等，还有经常被忽视的基期效应。通常来讲，在外贸下

滑的时候，因为基数拉底的原因，第一年的反弹会较为明显。 

    本轮外贸复苏中，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和贸易弹性增强都发挥重要作用。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 3.618%，高过去

年 0.4 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均好于去年。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今年贸易弹性有望达到 1.3，相比前几年贸易

弹性等于或低于 1 的情况明显改善。上述两方面因素相比前几年均明显改观，

共同推动本轮贸易复苏。 

    接下来的问题是，今年贸易复苏是否意味着全球贸易呈现趋势性好转，未

来几年均会保持好的形势，摆脱前几年低迷态势，重现 2002-2008 年全球贸易

的好形势，启动新一轮全球贸易的增长周期？ 

    从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来看，确实会有利于维持贸易形势的好转。根据 IMF

的预测，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增速均好于或至少和今年持平。发达经济体可能

还会有增长的不确定性，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良好。在世界经济中

占据最重要位置的美国，正是对经济形势会持续变好的判断，才会有美联储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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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行为。安倍晋三所在政党赢得近日的下议院大选，其有望成为日本服务时

间最长的首相，有助于安倍经济学的持续性，即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货币政策

的宽松性，从而有利于日本经济。欧盟经济形势相对不太乐观，根据 IMF预测，

未来几年并没有好转迹象。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仍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

贡献力量，未来几年将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整体而言，世界经济形势至少不

会变差。 

 

    在诸多影响贸易弹性的结构性因素中，得益于经济形势的变好，贸易保护

程度应该不会继续恶化，毕竟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但特朗普政府可

能会出台较为极端的贸易保护措施，比如其竞选时承诺的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

高关税，是否会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是否顺利，特朗普

是否会退出 NAFTA，都值得关注。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可能会对全球贸

易造成负面影响，是一大不确定性。但下周特朗普访华，如果中美之间就经贸

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则会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地缘政治风险如朝核、伊核问题

等可能会影响经贸关系继而给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大国角力

会带来一系列扩散效应。自然灾害属于完全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可以假定为

不发生灾害再进行预测的情形。由于前几年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经济活跃度

应该会维持在当前的程度，金融危机期间破坏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修复，这是

较为积极的因素。危机后全球价值链明显受到破坏，但是近几年价值链活动重

新开始活跃。当然，还有值得期待的正面因素，就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建设会积极推进，沿线 60 余个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会越来越多，正面促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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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贸增长。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和“一带一路”国

家间、“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之间的经贸联系会越来越强。可见，有喜有忧，贸

易复苏是否可持续仍然需要观察。 

 

    再者，存在可能被忽视的基期效应，明年或后年会消失，为此，我们需要

谨慎判断今年贸易复苏的可持续性。由于前几年贸易的低迷，第一年，也就是

今年的反弹往往比较明显，和基数较低有关系。第一年之后，第二年基期效应

往往会消失，当然，也有可能在第三年才消失。比如，2009 年全球贸易大幅下

滑后，2010 年和 2011 年贸易增速均反弹明显，但是无法持续下去，2012 年外

贸又陷入低迷。究其原因，贸易大幅下滑导致的基期效应在贸易反弹中发挥重

要作用，仅能维持一两年。由此，判断贸易复苏是否可持续，还需要看明年甚

至后年的贸易增长形势。如果明后年贸易增长依然强劲，则基本可以确定全球

贸易新周期到来，加上今年，总共可以持续六年左右。 

    全球贸易新周期的判断会关系到中国外贸回暖的可持续性。今年以来，中

国外贸形势告别前几年的负增长，全年有望达到两位数正增长，但是需要判断

的是今年的回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外贸增长和全球外贸具有很强的相关

性。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全球外贸复苏是否可持续仍然需要观察的判

断下，中国外贸回暖的可持续性仍然需要谨慎判断。全球贸易继续复苏，则中

国外贸外需能够得到保障，出口可维持。同时，由于自身经济增长前景看好，

内需可维持，进口继续向好。但同样的道理，中国外贸复苏是否可持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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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年，甚至是后年外贸的表现。 

 

    总之，在今年全球贸易复苏的前提下，各项影响贸易的因素整体乐观的背

景下，仍然存在一些会对复苏造成负面影响的因素，全球贸易是否会启动新一

轮增长周期，需要观察明年，甚至后年的贸易增长表现。判断中国外贸回暖的

可持续性，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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