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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及其构造

王守民　张　锐

一、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诠释

对于国际竞争力的解释, 最富权威的当推世界经济论坛

(W EF)的定义。1985 年, 世界经济论坛在《关于竞争力的报告》

中提出, 国际竞争力是企业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它

们国内和国外竞争对手更有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进行设计

生产并销售货物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机会。在该定义中, 强

调企业国际竞争力是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生产商品和服务的

能力, 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小通过企业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

质量来体现。在这里, 突出强调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是质量与价格。

由于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管理行为的效率最终须通过产

品的成本——价格分析所决定, 因此, 我们认为W EF 有关国际

竞争力的定义可最终理解为“成本”概念, 即如何能以较低的成

本提供同等质量的产品, 或者反言之, 以同样的成本提供质量

更高的产品。

显然, 就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内容而言, 其既不复杂也不特

别, 它所涉及的不过是经济学的最基本内容。就如何提高国际

竞争力而言, 也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药方: 一是改进技术, 实现

创新, 一方面研究出更新更好的产品, 另一方面更多地节省生

产成本; 二是改进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 以使资源的配置优化,

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

那么, 国际竞争力这一概念究竟有何特殊呢? 特殊就特殊

在, 它是一个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学概念,

因为它除了“技术”和“制度”(包括“管理”) 这两个经济学的基

本要素之外, 还包含着“比较优势”的概念。简言之,“比较优势”

主要是指在不同的国家中, 由于生产要素 (土地、资本、劳动) 的

相对稀缺性不同, 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

生产要素的价格存在差异, 从而会影响到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

的成本差异。

对于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企业来说, 我们可以假定生产要

素是充分流动的 (当然现实中也会有一些差异) , 企业面对的是

同样的要素市场, 即企业在要素市场上具有完全信息。但对于

不同的国家而言, 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全球化”时代, 但有些要

素仍然是不可流动的。第一, 土地、矿产、自然条件等自然资源,

是无法流动的, 第二, 劳动力 (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 是不允许

流动的 (发达国家为了保证本国劳动者的就业及收入水平, 不

允许外国移民来与其竞争) , 由此造成了要素市场的分割, 从而

使得国际经济学中国际竞争力这一概念包含了“要素成本”和

“比较优势”的内容。

二、中国工业经济已从“数量扩

张”进入“国际竞争”轨道

　　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使中

国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199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格

计算)相当于 1978 年的 4183 倍。1997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格计算)为 1978 年的 3188 倍。尤其是工业生产加速

趋势的高速增长, 更展现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 从

1978- 1997 年的 20 年中, 有 12 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高达 2

位数, 其中有 6 年超过 20%。尽管按人均工业产品占有量以及

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来衡量, 我国工业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发

达国家, 工业发展还需要继续进行量的扩张, 但如果考察我国

工业的总体规模、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资源

的约束条件、工业品的供求状况等因素, 则可以推断出我国工

业发展的数量扩张阶段已基本结束的结论。

从供求关系分析, 我国多数工业品目前已经供大于求。据

有关部门分析, 供大于求的比例约 9～ 10%。消费类工业品在

90 年代初已经形成买方市场。例如, 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高出

市场需求 40% ; 彩电生产能力高出 60% ; 家电行业几乎各个品

种都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 1997 年, 空调生产厂家的开工率

只有 30% , 洗衣机的开工率只有 4214% ; 电子产品中, 供求基

本平衡的已由 1996 年的 15% 下降到 1997 年的 13% , 供不应求

的由 1318% 下降到 916% , 供大于求的由 6611% 上升到 76%。

1997 年, 国有企业库存积压产品的金额已经达到 4 300 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3%。除少数产品外, 中国产量居世界前列

的工业品主要还是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中国目前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刘易斯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

指出, 发展中国家工业无限扩张的趋势取决于两个条件: 一是农

业的支撑能力和农村吸纳工业品的能力, 二是在世界市场的竞

争能力。我国工业发展事实上也受到刘易斯分析的上述两个条

件的制约。由于我国农村可供支配的人均土地资源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用于同工业品交换的的能力受到

限制。另一方面, 随着农产品价格体系的逐年调整。目前我国农

产品价格已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今后进一

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余地日益缩小。这一格局决定了提高农民

购买工业品的支付能力的进程将是缓慢和艰难的, 从而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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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在农民消费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对过剩。

实现工业扩张的另一个出路是扩大出口。出口能否扩大取

决于本国产品的国际交换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在 1997 年《全

球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对中国的国际交换力运用统一的 5 种指

标作出了客观评价: 1990 年至 1995 年中国工业品出口年均实

际增长率 16196% , 列世界第一位; 但是 1995 年工业品出口实

际增长率 1315% , 说明中国出口贸易开始出现滑坡; 1996 年中

国工业品的世界市场份额为 214% , 比 1995 年略有下降, 在参

评的 53 个国家中与新加坡、韩国并列第 9 位; 1996 年中国外贸

条件与 1991 年相比, 变化率为 3109% , 世界排名第 17 位, 与第

1 位国家相差 22 个百分点之多。这一情况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恐

难有乐观性扭转。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适应国际

贸易发展趋势, 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另一方面是由于工

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还必须看

到, 东南亚金融风暴形成的对本地区经济的毁灭性破坏也直接

减少了对我国工业品的国际市场需求。

从 90 年代以来, 我国先后 5 次调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

垒, 使关税总水平从 90 年代初的平均 45% 以上降到 1997 年的

23% 左右。同时, 有近 200 种进口商品取消了原来的配额限制

和许可证管理。越来越多的国外工业品进入我国市场同国产品

形成激烈竞争。80 年代初, 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1216% ,

到 90 年代中期提高到 40% 以上。

随着我国对外扩大开放口径, 我国工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

日益加剧。外国资本大举进入, 形成与我国民族工业之间的资

本竞争态势。外国资本以收购、兼并、在与我国企业合资中获取

控股地位等方式, 将一些民族工业企业转变为外资 (或外商控

股的)企业。在有些过去完全是由我国民族工业占据国内市场

的行业中, 外国资本已形成很大的竞争优势, 有的甚至已占主

导地位。以资本实力上的竞争优势对我国民族工业展开攻势,

争夺市场份额, 以至形成使其产品 (包括由其控股的中外合资

企业生产的产品) 大范围占领我国市场的态势, 已成为一些外

国大公司进入我国市场所采取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竞争战略。我

国民族工业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劣势正越来越多地凸现出来。

综上所述, 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 决

定了它必须从数量扩张为主的方式转移到以提高素质、增强国

际竞争力的快车道。

三、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

实证分析与基本评价
　　我们从出口竞争力、市场占有率、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分别对中国的工业竞争态势作出分析。

11 出口竞争力

一国出口竞争力通常运用贸易竞争指数来衡量。贸易竞争

指数的定义为: (E i- Ii) ö(E i+ Ii)。其中 E i 为产品 i 的出口总

额; Ii 为产品 i 的进口总额。考虑到在中国的出口额中, 有一部

分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 所以, 在计算中国工业品的贸易竞

争指数时, 要从总出口额中剔除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

根据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所确定的分类, 我们选择了其中 2 分位的 10 类工业品 (见表

1) , 分别计算了 1992 年和 1996 年中国工业品贸易竞争指数

(按从大到小排列)。

　　　　　　表 1　　　　　　　　　　　　　　　　中国工业品贸易竞争指数

序号 产品名称
进口额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贸易竞争指数 排列位序 差　　值

1992 1996 1992 1996 1992 1996 1992 1996 (1996- 1992 年)

1 食品、饮料、烟酒 10. 93 10. 32 32. 96 39. 74 0. 5641 0. 5721 1 1 0. 0280

2 化工及相关产品 71. 76 69. 38 41. 23 58. 92 - 0. 3347 - 0. 2072 6 5 0. 1275

3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 53. 09 70. 21 18. 2 32. 46 - 0. 6143 - 0. 5346 9 8 0. 0897

4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13. 94 23. 63 29. 13 49. 92 0. 2975 0. 2842 3 3 - 0. 0136

5 木及木制品、革制品 14. 20 17. 33 11. 74 17. 36 - 0. 1639 - 0. 1203 4 4 0. 0436

6 纤维纸、纸板及制品 21. 84 25. 47 5. 25 7. 63 - 0. 6433 - 0. 6326 10 10 0. 0107

7 纺织原料及其制品 101. 38 126. 59 246. 30 356. 17 0. 4261 0. 4102 2 2 - 0. 0159

8 贱金属及其制品 78. 44 143. 43 45. 51 19. 26 - 0. 3321 - 0. 4129 5 6 - 0. 0808

9
机器、机器具、电器、设

备及零、附件
244. 62 421. 09 115. 42 200. 01 - 0. 5166 - 0. 5232 7 7 - 0. 0116

10 车辆、航空器、船舶 61. 62 98. 63 22. 03 30. 23 - 0. 5346 - 0. 6161 8 9 - 0. 08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7 年)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说明: 出口额中已扣除外资企业出口份额。

　　从表 1 计算结果可知, 1992 年中国有 3 类工业品的贸易竞

争指数大于零, 说明中国这 3 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

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其它 7 类工业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均

为负数, 即其不同程度上还是净进口。到 1996 年, 这一状态基

本上没有变化, 贸易竞争指数大于零的产品仍为 1992 年 3 类。

比较 1996 年和 1992 年, 贸易竞争指数上升的产品有 5 类,

提高最多的是序号为 2 的化学工业及其相关产品, 从 1992 年的

- 013347 上升到 1996 年的- 012072, 上升值为 011275。而其它

5 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说明这 5 类产品

的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 下降最多的是序号为 10 的车辆、航空

器和船舶, 从 1992 年的- 015346 下降到 1996 年的- 016161,

下降值为 010815。

数据分析显示, 中国贸易竞争指数大于零的产品, 即出口

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还是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

即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而附加值比较高的和技术或资金

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还比较弱。

21 市场占有率

包括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国内市场占有率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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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通常用来比较若干个国家 (地区) 某类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大小。其定义为: 国际市场占有率= N i 出口额

öW i 进口额。其中N i 表示N 国 i 类产品, W i 表示世界 i 类产品。

我们选取了 1996 年中国出口的 30 种主要工业品作为分析对

象, 通过计算求出了各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排位情况。计

算中已剔除外商企业创造的出口部分 (见表 2)。

　　表 2　 　 　中国主要出口工业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序号 商品名称 国际市场
占有率 (% ) 位次

1 纱 5179 2
2 合成纤维布 5163 3
3 棉　　布 16132 1
4 皮　　革 2112 11
5 型　　钢 0103 4
6 贱金属制品 3113 2
7 内 燃 机 1102 8
8 非电力机械零部件 1133 7
9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0173 12

10 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设备零附件 0192 12
11 收 音 机 11131 3
12 电 视 机 4161 5
13 录音设备 1154 7
14 电信设备及零部件 1167 8
15 电力机械 0196 9
16 半 导 体 0174 12
17 汽车零件及附件 3132 8
18 摩 托 车 4101 2
19 船　　舶 1174 7
20 旅游用品和手提包 14144 2
21 非针织男外套 13106 1
22 非针织女外套 12143 1
23 非针织内衣 11167 2
24 鞋　　类 11172 3
25 钟　　表 8176 2
26 玩具及体育用品 12131 2
27 医 药 品 2103 4
28 纺 织 品 15167 1
29 钢 铁 管 2131 3
30 专用机械 3114 4

　　资料来源: 《国际统计年鉴》 (1997)。

由表 2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1996 年中国有 4 种商品出口的

国际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第一, 它们是棉布、非针织男外套、非

针织女外套和纺织品。位居世界第二的有 7 种: 纱、贱金属制

品、摩托车、旅游用品和手提包、非针织内衣、钟表、玩具和

体育用品。位居第三位的有 4 种, 即合成纤维布、收音机、鞋

类和钢铁管。

出口商品中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到 1% 且位次比较靠后的有:

型钢、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附

件、电力机械、半导体。可以看出, 在附加值比较高的出口商品

中, 中国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存在着明显的劣势。

(2) 国内市场占有率

国内市场占有率的计算方法是: 首先在全国的产品销售收

入中减去外商创造部分, 算作中国工业品的销售收入, 再从中

减去中国工业品的出口额, 这就是中国工业品的国内市场销售

额。国内市场销售总额等于全国产品销售收入减去出口额, 再

加上进口额 (假设进口的产品全部售出)。最后, 用中国工业品

的国内销售总额, 除以国内市场销售总额, 从而得出中国工业

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我们选取了 11 类工业品进行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的计算分

析 (见表 3)。

　　表 3　　　　　中国工业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序号 商品名称
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市场占有率

(% )

1992 1996 1992 1996

市场占有
率增长率

(% )

1 食品、饮料、烟酒 2752. 55 5936. 32 95. 73 89. 24 - 6. 49
2 化工及相关产品 3196. 19 6854. 14 86. 51 83. 64 - 2. 87
3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 851. 00 1747. 04 70. 93 64. 66 - 6. 27
4 皮革、皮毛及其制品 289. 59 912. 13 68. 42 70. 37 1. 95
5 木、木制品、草结品 152. 43 376. 74 55. 14 60. 29 5. 15
6 纤维纸、纸板及制品 457. 07 972. 15 76. 46 72. 93 - 3. 53
7 纺织原料及其制品 3379. 51 6484. 36 81. 25 76. 24 - 5. 07
8 贱金属及其制品 3376. 27 6715. 42 86. 15 76. 94 - 9. 21

9 机器、机械器具、电器设
备及零件、附件 4481. 22 8891. 22 73. 24 62. 22 - 11. 02

10 车辆、航空器、船舶 1548. 52 3267. 89 79. 26 71. 46 - 7. 8

11 光学、照相、计量、医用
仪器、钟表、乐器 171. 89 467. 13 26. 20 32. 26 6. 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 年、1997 年) ,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在所分析的 11 类工业品中, 有 8 类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过 70% , 说明这 8 类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序号为 1 的产品, 达到 95173%。但到

1996 年, 这 8 类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都有所下降, 下降最多

的是序号为 9 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从 1992 年的 73124% 下降到

1996 年的 62122% , 下降 11102 个百分点。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过 70% 的产品由原来的 8 类减少到 7 类。说明这 8 类产品的国

内市场的竞争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弱。

另外 3 类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则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从

1992 年到 1996 年平均提高 4139 个百分点, 说明这三类产品的

国内市场竞争力在逐渐增强。其中, 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序号为

11 的产品, 增长 6106 个百分点, 但其市场占有率仍然很低, 说

明这类工业品还主要依赖进口。

(3) 通过以上对中国工业品市场占有率两种存在空间的分

析, 我们至少可得出四点结论: ①中国出口工业品中, 竞争力

比较强的还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如纺织品和服

装; ②中国在附加值高和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的出口竞

争力尚处于劣势, 如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 ③中国

的某些机电产品, 如摩托车和收音机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已位

居前列。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④中国大部分工业品在国内

市场竞争态势大大优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态势。

31 贸易结构竞争态势

贸易结构及其变化表现为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变化,

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集中体现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结构变化

中, 前者主要反映一个国家资源条件和资源开发状况, 后者则

较多地反映工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因此, 我们主要从工业制

成品进、出口额的贸易竞争指数对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结构作

出分析。表 4 提供了 1996 年各类制成品贸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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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额及指数 (1996)

产品项目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贸易竞
争指数

工业制成品 1272183 1076167 0108
其中: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90194 13710 - 0131
　　　轻纺、橡胶矿产品 322143 287172 0106
　　　机械、电子及运输设备 313191 526138 - 0125
　　　杂项制品 545148 82164 0174
食品、饮料烟草 46127 19126 0141
矿产品 67123 7213 - 0104
化工产品 84121 10413 - 0111
塑料及制品 35135 80116 - 0139
橡胶及制品 7146 9183 - 0114
纺织原料及制品 358178 158119 0139
皮革及制品 56143 24187 0179
木及木制品 21147 15176 0115
纸及纸制品 9123 23122 - 0143
机械电子 276167 469194 - 0126
车辆及零附件 18133 27119 - 0111
船　　舶 8179 10191 - 0111
仪器仪表 47103 45107 0102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1997)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97)。

从数量看, 目前我国制成品中出口量较大的是轻纺、橡胶、

矿产品和制成品类, 机械及运输设备类, 杂项制品类这三类产

品。特别复杂项制品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作用仍然非常

大, 1996 年, 杂项制品出口 545148 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的 42%。

工业制成品中有较强贸易竞争力的产品集中在食品、饮

料、烟草、纺织原料与制品、皮革及制品, 以及木及木制品等

几类产品。而约占贸易总额 20% 的矿产品、化工产品、仪器仪

表等几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则表现一般。

竞争力较弱的产品主要有塑料及制品、橡胶及制品、纸及

纸制品、机械电子产品, 以及车辆及零件。特别是最能代表制

造业技术水平的机械电子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很低 (- 0126) ,

这表明我国制成品贸易竞争力结构的优化程度并不高。

41 产业竞争态势

产品特征综合体现为产业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分析, 我们可对其产业竞争现状作出如下几点描述:

第一, 中国的纺织、玩具、制伞、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迅速发展, 产量和出口量大幅增长。

第二, 与纺织等比较优势因素很强以及电子等技术含量较

高的产业不同, 饮料、啤酒、日用化工等产业的比较优势因素

不强, 技术含量也不很高,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竞争优势的作

用明显大于比较优势。

第三, 我国的一些技术成熟产业, 例如洗衣机、电冰箱、电

风扇、空调器等, 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幼稚产业”发展为成

熟产业, 形成很大的生产能力, 有的已经成为产量居世界前列

的优势产业。

第四, 我国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

产业。例如彩色电视机产业, 面临着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第五, 我国技术含量较高, 具有一定的要素比较优势的产

业, 例如造船业, 技术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

第六, 一些技术含量高, 在我国尚未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 例如汽车工业,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 (如电子计算工业) , 要

形成我们自己的有较强国际竞争的民族产业, 则还须经过长期

的努力。

四、增强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若干政策问题

　　应当看到, 影响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

经济体制、资源条件、科技含量、资金投入强度、人员素质、管

理水平和政府政策等。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笔者仅就提高中国

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若干现实政策问题谈点认识。

1. 关于发挥比较优势问题

如前所述, 国际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概念使国际竞争

力这一概念更加饱满。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正是因为

“比较优势”的存在, 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机会和

可能。众所周知, 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资源丰富, 通过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可以使我国劳动密

集型工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竞争优势。80 年代以来, 我国

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现在的问题是,

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政策要不要调整。一种流

行的观点认为, 在当代科技和资本竞争越显重要的时代, 应当

放弃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全面发展高科技产业, 因此传统

的出口贸易政策必须调整。这种认识是相当偏颇的。

经济学的一切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 以多大的成本 (机会

成本) 为代价获取多大的收益。无疑, 我们都渴望发展高新科

技, 尽快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存在“落后优势”, 我们可能

比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走得更快一些; 但是, 如果我们急于

求成, 可能相当长的阶段中发展高新科技的成本会上升得比别

人更快。因为在中国现有技术约束条件下, 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必须有赖于发达国家技术的引进 (购买) , 由于“专利费用”的

存在, 我们所花费的技术引进费用必然高于发达国家的发明成

本; 同时, 由于整体素质差, 即使购买到了先进的技术, 也未

必生产出了质量高的产品, 甚至会生产出质量差的产品, 于是,

只有卖得更便宜, 才能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中国内燃机在国际

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最能说明问题。这两种导致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成本过高的原因, 可能会引致这样一种后果: 我们花费过高

的成本追求高新科技发展, 结果企业负债过高, 没有利润乃致

亏损, 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 外贸赤字加大, 国

际收支失衡, 外债增加, 增速下降, 等等。韩国、马来西亚近

期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 但与其前一阶段片面追

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急于求成, 导致成本

过大, 难以为继, 高新科技竞争力没有形成, 比较优势的竞争

力又丧失, 最终陷入困境。恰恰相反, 台湾、新加坡一直在国

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甚

佳, 原因之一恰恰是它循序渐进, 逐步实现比较优势与高科技

产业的替代过程。

因此, 对于我国而言, 在努力发展教育科研、培植高科技

产业的同时, 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得不主要依赖劳动成本低这

个比较优势, 还须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经济增长

和国际竞争力; 在投资项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引进外资等

问题上, 千万不可片面追逐高科技产业而偏废劳动密集型产

业, 过早地丧失我们的比较优势, 丧失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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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人民币汇率调整和扩大出口的关系问题

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中, 由于相对汇率的变动导致了一

些来自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工业品订货的解约, 这种情况可能会

进一步增多。此外, 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 占中国出口比重达

1715% 的日本市场的萎靡不振, 也极大制约着中国的出口。①针

对这种情况, 不少企业将保持出口增长势头的希望寄托在汇率

上调上, 强调要求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内大幅度贬值。我们认为,

这一主张在目前是不可取的。汇率是一个关系国内经济和对外

经济全局的重要变量, 也是涉及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一个大

问题, 不能仅仅根据降低出口成本的单方面要求来决定。 (1)

1994 年实行外汇体制改革以后, 我国外汇储备迅速上升, 目前

已有外汇储备 1 400 亿美元, 这表明我国的外汇供给能力已显著

增强。汇率作为一种货币交换价格, 必须反映外汇供给、需求状

况。在目前外汇储备持续上升、供给比较充裕的情况下, 使人民

币贬值不符合供求规律。(2) 人民币贬值, 意味着进一步降低我

国出口产品价格, 以增强其竞争力; 但将使困境中的东南亚各国

雪上加霜, 同时, 美国 1998 年度的外贸赤字将因东南亚一些国

家的货币贬值而急剧增加, 倘若中国加入货币贬值行列, 将使美

国国内市场受到更大的压力, 经过美国国内政治的折射, 必将加

剧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乃至外交摩擦。这一切反过来影响中国

工业品的出口。(3) 出口商品的收购价格不能不反映国内实际生

产成本。在工业生产成本节节上升的情况下, 如果人民币进一步

贬值, 有可能使生产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失, 从而会降低这些企业

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因此, 我国政府经郑重考虑作出稳定人民币

汇率的决定,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然而, 目前我国的经济活动总量对于出口的依存度相当

高, 人民币不实行贬值会给我国外贸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倘若

出口受阻, 必然会降低社会总需求。这在当前产业不振、失业

人数较多的情况下, 其影响不可低估。为了保持出口增长, 除

近期可采取在加强征管和核查的同时, 提高出口退税率、提供

卖方信贷等措施, 以稳定我国出口工业品的需求外, 根本性的

对策是促进出口企业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 实现产品升级换

代, 改进营销方式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货

币贬值后, 对新加坡元的贬幅小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新加坡领

导人频繁发表讲话, 号召新加坡企业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出口

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竞争能力。与新加坡相比, 我国的出口商

品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之间有着更大的替代性, 因此理应采

取比新加坡更为有力的措施来迎接挑战。事实上, 我国外贸企

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于先进部门, 在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堵塞

漏洞、开拓市场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余地和潜力。在这方面, 我

们须采取的措施有: 认真推进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 在企业制

度创新的基础上改善经营, 提高效率; 鼓励非国有企业进入外

贸领域, 实现外贸企业多元化; 改善对外贸企业的政策引导和

行业管理, 通过平等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提高我国外贸行业

的整体素质。

3. 关于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问题

我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总量近几年来一直居发展中国家

首位, 1997 年引进外资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外资的进

入对中国工业的竞争力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 它们对

提高中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

面, 其庞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对中国民族工业形成强烈的竞争

压力。加之政策环境对外资企业和民族工业企业的非公平性,

使民族工业屡屡感到生存的危机。②在这种形势下, 如何把握利

用外资政策, 已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显然, 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 民族工业也不可能重

新关起门来自绝后路。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民族工业独一

无二的选择。争论的焦点在于, 要不要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的问

题? 有人主张,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保护民族工业就是保

护落后, 因此应当让民族工业自生自灭。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 从总体上看来, 我国不少民族工业企业具备了先

进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但是, 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和科技的落

后, 我国许多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同外资企业相比明显处于

劣势, 加之产品结构不合理, 这种距离有可能还会拉大。长虹彩

电坐掌国产电视机行业“第一把交椅”, 但是, 如果把长虹推到

日立面前, 其营业额仅为后者的 1ö191; 作为大型跨国公司, 日

立生产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光碟机、影碟机、卡

拉O K、车用音响、卫星接收器、电子玩具、游戏机、按摩机、

空调、电冰箱、洗衣机等等, 应有尽有。与这样的对手竞争, 输

赢立判。更何况长虹也很难抵挡今后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的冲

击, 其研究开发所需巨额投入和高、精、尖综合技术在日立看来

不在话下, 而在长虹面前的确是一道棘手难题。实际上, 长虹也

并不代表“落后”, 对其进行必要的政府保护不失为明智之举。其

它如汽车工业、造船业都有着类似的道理。

事实上, 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是所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政

府一致的行为, 其中一个有力的措施是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如

美国至今仍在国内航空运输业、沿岸水上运输业、核电、水利

发电等方面实行外资“有限市场准入”; 德国对外国公司设立分

公司按“对等待遇”原则实行许可证制度, 即如果外国公司总

部住所所在国没有给德国人提供类似待遇, 德方将拒发许可

证; 欧共体普遍实行“60% 原则”。即在欧共体投资的外国公司

组装或生产的相似产品, 所使用的所有进口零配件价值超过

60% 时, 则欧共体可对在欧共体内组装或制造的制成品征收反

倾销税。

看来, 保护民族工业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争辩的理论问

题, 而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课题: (1) 取消对外资企业的

“超国民待遇”, 还民族工业以公平。要尽快出台《反倾销法》、

《反垄断法》, 用法律手段防止外商垄断市场和不正当竞争;

(2) 要加大投入, 扶持我国自己控制的民族工业骨干, 尤其是

目前的“幼稚产业”骨干; (3) 全力调整工业企业结构, 通过

资产重组和资本市场, 构建不同类型的跨地区、跨行业、跨部

门、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 培植出同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

的“航空母舰”。

注释:
①吴敬琏:《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启示和对策》, 载《改革》, 1998

(2)。
②张锐: 《开放条件下民族工业发展观点》, 载《北京经济　望》,

1997 (5)。

(作者单位: 中共十堰市委党校　十堰　442000)
(责任编辑: 　杨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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