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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届论坛探讨了中国如何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问题，各校交流了贸易经济专业、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的发展。
大家一致认为，论坛层次高、规模大、范围广，具有独特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希望今后继续办下去。
　　《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以期能将如何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研究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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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5.扩大对外投资是迈向贸易强国的高级阶段商品输出到一定阶段后，资本输出就成为必然。
世界主要贸易强国都是对外投资大国。
1865一1914年英国的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的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
已经超过其在本土的投资。
资本输出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在国际贸易中也获利甚丰。
1970～2005年，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出与流人占世界的份额平均分别仍高达14.19％和10.02
％。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政府催生的巨大生产能力落入跨国公
司手中，面对高度膨胀的生产力和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鼓励对外投资成为重要国策，政府采取一系
列优惠措施，对外投资不断增加，并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既是FDI的最大来源国，又是FDI的最大吸收国。
6.货币国际化是贸易强国的重要特征，但要适时择机而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是金融和货
币强国。
英美贸易强国利用其金融和货币优势，不仅获得了巨额的金融和货币利益，还利用其货币作为国际储
备、交易计价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增强其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因此，增强金融和货币的国际化水平十分必要，但是金融和货币国际化要考虑发展阶段，择机而行。
例如，德国在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顺应形势主动渐进完成了德国马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总
体来看，马克在1980年前主动完成了升值的主要过程，并且较好地控制了升值速度，而日本日元的被
动大幅升值给经济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7.积极拓展贸易对象，分散贸易市场过于集中的风险一直以来，德国的贸易伙伴主要以西欧国家和美
国为主，德国对这两大地区的贸易额占德国外贸总额的80％以上，其中，欧盟十五国占据德国贸易的
半壁江山。
但德国近年来注重扩展贸易范围，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联系。
鉴于亚洲经济实力不断提高，2003年，德国出台了“新亚洲政策”，其目的便是推动及扩大与广大亚
洲国家的经贸合作。
由此，德国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其贸易额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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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首届贸易强国论坛"论文集》是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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