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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年度研究报告。
    2006年，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平而有所作为，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在入世5年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不再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经济外交会更加引起世界的瞩目。
    为了使外国政府和跨国企业投资者方便地得到中国经济外交的深度可靠信息，也为了使中国企业更
好地了解中国经济外交政策、法律和发展趋势，以及国际贸易的最新变化、世界市场、公关谋略和谈
判技巧，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推出《中国经济外交20072。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2006年度中国经济外交的总结：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现状；“十一五”商务发展
规划和年度目标；中国海关、涉外税收、外汇平衡和对外投资、援助与劳务合作的总体概况；本书涵
盖了2006年度中国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重要国际组织的双边、多边经济外交等政策、规则
和取得的成果：本书的深度分析部分精心挑选了本研究中心和国内外经济外交学者的研究文章，选材
涉及能源外交、贸易摩擦应对、双边经贸合作和WTO等方面。
    本书具有贴近实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涉猎广泛，分析透彻、归纳指导性强的特点，可供各级
政府管理者用作经济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参考书；也可作为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制定全球发展
战略的必读指南：还可作为全国各高校国际经济学、对外贸易、外交学、工商管理、财政税收和统计
学等专业的教师、高年级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必备参考用书；也是广大社会读者了解中
国经济外交发展状况的最佳资料和工具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外交2007>>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外交发展的新趋势，深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
的新问题，培养国际国内经济外交人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5年1
月成立经济外交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多边和双边经济关系；国际经济规则与法制：世界
贸易组织（WTO）：非传统安全；国际市场；发展战略；中外经济关系；跨国公司；外交谈判；中国
经济与产业安全：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与争端解决；国际经济组织；企业国际化战略等。

    本研究中心开设以下主要课程：外交学、经济外交，国际经济法、外交史、国际贸易、国际政治与
经济、国际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企业家外交素养、”走出去”实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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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Ⅰ篇　总论　　第1章　2006年中国经济外交简况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对外经济合
作全面快速发展　　2006年全球经济运行良好：世界GDP增长了3.7％；全球FDI流动增长了1／3，
达1.23万亿美元。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0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09
407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10.7 ％，连续四年实现10％以上增长；2006年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为10 663
亿美元，比2005年末增加2 475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6年年末人民
币汇率为1美元兑7.808 7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3.35％。
国内储蓄突破14.7万亿元。
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经济合作在2006年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
　　对外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1—12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7 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
，增幅超过了2005年（见图1—1）。
其中：出口总额9 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总额7 916.1亿美元，增长20％；进出口顺差1 774.7亿
美元，增长74％。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额的7.5％左右，继续保持继美国（2006年进出口总额为2.957万亿
美元，其中出口1.037万亿美元，进口1.92万亿美元）、德国（2006年进出口总额为2.022万亿美元，其
中出口1.112万亿美元，进口0.91万亿美元）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
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趋势推测，中国有望在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2006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具体情况参见表1一1：　　2006年中欧
贸易总额达2 72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则取代美国
成为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中国贸易顺差额达916.6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30.7％。
欧盟是中国2006年技术引进的最大来源地，中国从欧盟引进技术占中国全年技术引进合同总额的近4成
，接近中国从日本、美国技术引进的总和。
截至目前（2006年底，余同），中国自欧盟累计引进技术23000多项，合同金额近千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
2006年中美贸易总额为2 6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4.2％，中美已互成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2006年中美贸易也是中国第二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中国贸易顺差额达1 442.6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
长26.2％。
　　日本与中国两国贸易额连续第8年上升，2006年贸易额达到2 0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日本
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首度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
伴。
中国对日贸易逆差达240.8亿美元，同比增长46.3％，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地。
　　2006年，中国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达1661.7亿美元，同比增长21.6％。
中国香港地区是中国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顺差额达1 446亿美
元，同比增长28.8％。
　　2006年，东盟与中国贸易额达1 608.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0％。
东盟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为182.1亿美元，同比下降7.1％。
　　2006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1 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
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
韩国还是中国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6年中国对韩贸易逆差达452.5亿美元，同比增长8.6％。
据韩方统计，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
　　2006年，中国台湾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达1 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18.2％。
中国台湾是中国内地第七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中国内地对中国台湾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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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逆差达663.7亿美元，同比增长14.1％。
　　2006年，中俄两国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为334亿美元，超出去年同期指标15％。
俄罗斯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成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
2006年中俄两国边境贸易额同比增长25％，达到70亿美元。
　　2006年，中国一澳大利亚双边贸易额达329.5亿美元，同比增长20.9％。
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第十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逆差为57亿
美元，同比增长10.9％。
　　2006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249亿美元，提前实现两国领导人确定的目标。
根据中方统计，2006年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根据印方统计，2005--2006财年，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利用外资　　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发展。
据商务部新闻办公室消息，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口径数据（含银行、保险、证券）为：全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 485家，同比下降5.7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4.68亿美元，同比下降4.o6％。
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为57.7％；房地产业为11.8％；金融业为9.7 0fr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6.1％；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2.9％。
全国非金融领域（不含银行、保险、证券）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 473家，同比下降5.75％，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630.21亿美元，同比增长4.47％。
　　2006年，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202.33亿美元
）、英属维尔京群岛（112.48亿美元）、日本（45.98亿美元）、韩国（38.95亿美元）、美国（28.65亿
美元）、新加坡（22.6亿美元）、中国台湾（21.36亿美元）、开曼群岛（20.95亿美元）、德国（19.79
亿美元）、萨摩亚（15.38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同期非银行、保险、证券
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3.86％。
　　2006年亚洲十国／地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6.54％，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2.37％
。
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14.33％，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6.41％；原欧盟十五
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7.98％，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51％。
　　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
　　对外投资　　中国对外投资（ODI）正在稳定、快速、持续发展。
“十五”期间（2001--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分别是26％、25％、110％、78％、80％
。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全球排
名由2005年的第17位上升到第13位。
其中：股本投资77.2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7.9％；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占19.8％；其他投
资52.1亿美元，占32.3％。
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33.3亿美元。
　　2006年，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25，高于发展中国家1：0.19的一般水平，低于发
达国家的1：1.2到1：1.4的水平。
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发生较大的变化，说明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已见成效。
可以预见，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德意志银行预估，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将达到600亿美元，届时中国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对
外投资国。
　　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还很小，存量仅占全球的0.59％，并且主要集中在拉
丁美洲（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非洲（主要分布在苏丹、阿尔及利亚
、赞比亚、南非等国），主要投资领域是能源、基础材料、电信以及电子消费品等行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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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每增加1亿美元，可带动中国GDP增长26亿元。
目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已经遍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拉美国家及美国等工程承包发达市场也
有了重大进展，形成了以亚洲、非洲为主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2006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稳步、快速增长，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
全年完成营业额300亿美元，同比增长37.9％；新签合同额6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3％。
　　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 658亿美元，签订合同额2 519亿美元。
中国公司承揽的大项目越来越多，项目规模和档次不断提升。
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前景光明。
　　作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劳务合作在2006年也取得了可喜的发展。
全年完成营业额53.7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新签合同额52.3亿美元，同比增长26.3％；派出各类劳
务人员35.1万人，比2005年同期增加7.7万人；1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7.5万人，较2005年同期增
加11.1万人。
　　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410亿美元；合同额456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
劳务人员382万人。
　　目前，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主要市场是英国、俄罗斯、塞班、新西兰、新加坡、西班牙、日本、
立陶宛、匈牙利、澳大利亚、德国、罗马尼亚、韩国。
在全球经济稳健发展之下，上述国家的经济将会稳步、持续发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也可保持持续发
展。
　　对外设计咨询，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2006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全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完成营业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45.4 ％；新签合同额4.1亿美元，同比增
长14.8％。
　　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设计咨询累计完成营业额17.3亿美元，签订合同额27.5亿美元。
　　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回报国际社会、履行国际大家庭成员的道义准则
的方式，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当然组成部
分。
　　对外援助除了能增进中国与受援国的信任和友谊、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加强中国与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关系、争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支持外，还能促进中外双边经贸合作、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
　　不同于西方国家直接“给钱”的援助，中国根据受援国的实际需要，采取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包括援建成套项目，如农场、糖厂、学校、医院和卫生中心、会议大厦、办公楼、体育场馆、铁路
、公路、电站、水利项目等）、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派遣援外医疗队、提供物资援助、紧急救灾援助
，技术支持等对外援助的形式。
　　目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是非洲（53个国家）、拉丁美洲（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圭亚那、古巴、圣卢西亚、苏里南、乌拉圭、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等）及受自然灾害袭击
的国家和地区（在阿尔及利亚、伊朗、巴基斯坦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美国飓风灾害等重大灾难后，
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政府积极行动，在双边和多边层次大力开展经济外交　　2006年8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胡锦涛主席提出：“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
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
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
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外界媒评论说：“中国外交将着重为经济服务。
”　　事实上，经济外交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先后出访非洲和南美几个重要产油国，对推动开展能源合作起到重大作用。
2004年8月31到9月1日，国务院首次在京召开了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会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的指导原则，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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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
　　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开展经济外交方面更加积极、主动。
　　2006年，中国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1月9日至12日，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访问哈萨克斯坦。
3月20日至4月2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访问越南、．印尼、马来西亚。
4月1日至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新西兰、斐济、澳大利亚、柬埔寨。
4月18日至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
5月22日至6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希腊、俄罗斯。
6月6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保加利亚、瑞士、挪威。
6月17日至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埃及、加纳、刚果（布）、安哥拉、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
。
8月27日至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访问卢旺达、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
、加蓬。
8月28日至9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访问巴西、乌拉圭和智利，并访问总部设在巴西圣保
罗的拉美议会（Latin-American ParLiament）。
9月9日至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芬兰、英国、德国和塔吉克斯坦。
10月22日至11月4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访问英国、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
11月15日至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等四国并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
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
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频率和范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6年，中国先后接待了玻利维亚、朝鲜、沙特、俄罗斯、罗马尼亚、土库曼斯坦、也门、吉尔
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老挝、瑞典、委内瑞拉、贝宁、卢森堡、马尔代夫、立陶宛
、巴布亚新几内亚、韩国、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塞舌尔、博茨瓦纳、苏丹、刚果（布）、乌干达
、塞拉利昂、卢旺达、加纳、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喀麦隆、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马
里、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南非、阿尔及利亚、贝宁、多哥、厄立
特里亚、津巴布韦、尼日尔、塞浦路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领导人。
他们有些是专门来访问中国的，有些是来参加在中国举行的领导人峰会的。
　　2006年，中国接待了巴西副总统：德国总理、意大利总理、日本首相、埃塞俄比亚总理、俄罗斯
总理、韩国国会议长、欧洲议会议长、美国参议院临时参议长、日本参议院议长、日本众议院议长、
德国外长、俄罗斯外长、美国国务卿、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联合国秘书长等人的访问。
　　总之，2006年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在同受访国或来访国领导人会谈中，经贸等经济合作问题大都会被涉及，中国领导人大都会提出发展
双方经贸关系的建议；随行中国领导人访问或者陪同中国领导人接访的人员中也有大量的企业界人士
；双方大都会签订与经贸相关的合作协议、谅解或合同。
这说明，中国的双边经济外交进行得如火如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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