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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

增长转型的实证分析及现状研究

蓝庆新

　　摘要: 我国贸易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型增长, 出口商品的高附加值趋势有所表现; 我国参与国际水平

分工程度有所提高, 与美日发达国家的贸易仍具有较强的垂直分工特征; 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出口商

品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最后结合我国贸易结构的具

体实际, 提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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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度量
(一)贸易结构变化的度量

贸易结构是指构成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

其经济联系, 它包括贸易活动主体之间, 客体之间, 以及主体

和客体之间的比例关系, 主要表现为贸易所有制结构、行业

结构、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和商品结构。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

概念, 本文主要考察出口贸易结构, 下面提到的主要是出口

贸易结构。

根据附加值高低可将出口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

品。贸易结构变化的度量, 主要是以贸易额变化为依据的, 贸

易结构变化的度量公式:

X 1= ∑ (k t
i- k t-1

i) ∃yiöy i (1)

式中 k t
i 表示第 t 年, 第 i 种产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

比例, 即 y iöy。为计算方便, 现将出口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

分为初级产品, 该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差, 附加值较低。第二部

分为工业制成品, 该产品附加值较高, 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贸易结构转型, 也就是从出口附加值低的产品, 向出口附加

值高的产品转型。∃yiöy i 为第 i 种产品年出口份额的变化率。

X 1= ∑ (k t
i- k t-1

i) ∃yiöy i 为计算期部门增长率下贸易结构

的变化。类似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度量为 X 2 = ∑ (k t
I -

k t-1
I) ∃y Iöy I, 其中, I代表产业部门, 即第一、二、三产业, y I 代

表第 I 产业产值, y 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t 代表年份, k t
I 表示

第 t 年, 第 I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即 y Iöy。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度量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促进暂时处于粗

放状态的经济系统向集约状态转化, 二是避免暂时处于集约

状态的经济系统向粗放的状态转化。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与总要素投入 (TF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之比判断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构造模型如下:

假定我国的生产函数为Q = F (K, L , T ) , 即索罗总量生

产函数。其特征是规模收益不变。式中Q、K 和L 分别为

GDP、资本总投入和劳动总投入; T 为时间。关于时间效果的

最简单的假定是技术进步的希克斯中性说, 即源于既定资本

和劳动组合的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产品, 并不影响资本和劳动

的相对边际生产。因此, 生产函数可变为Q t= A tF (K t,L t)。对

该式求关于时间的导数, 然后两边同除以Q , 就得到丹尼森

经济增长方程:

G= Ga+ ΑGL + ΒGk (1)

式 (1)可变为 Ga= G- (ΑGL + ΒGk) (2)

式 (2) 中 Ga、G、GK 和 GL 分别为 TFP 增长率、经济增长

率、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Α、Β分别为劳动、资本产出弹性。
全要素生产率为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实际投入增长率加权和

的差。本文中, 劳动投入增长率就是历年末社会劳动者人数
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采取永续盘存法计算。对于 Α和 Β
的值, 本文采用 014∶016。式 (1)两边同除以 G, 则得:

1= GaöG+ (ΑGL + ΒGk) öG (3)

式 (3) 中, GaöG 是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相

对比重, 即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记为 SP; 同理 (ΑGL

+ ΒGk) öG 是 TFI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记为 SI。现在我们

可以构造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标准。借助 SP 和 SI 可以把经

济增长方式抽象为三种基本模式 (SPöSI 为生产率增长率) :

内涵增长型: SPöSI>1

中性增长型: SPöSI=1

外延增长型: SPöSI<1

(三)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之间的实证指标分
析

下面是计算出的我国 1989-1998 年相关数据
设回归方程 y= c+ ax 1+ bx 2 (1)

其中, y= SPöSI

表 1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SPöSI 0117 0115 0114 0124 0127 0142 0116 0115 0111 01027

表 2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贸易
结构
变化
(X1)

01002 01001 01002 01003 01003 01004 01001 010004 -0 1002 -0 1003

产业
结构
变化
(X2)

01001 010009 01001 010012 01002 010025 01001 01001 010008 010006

　　表 2 中, X1 为计算期部门增长率下贸易结构的变化, X 2

为计算期部门增长率下产业结构的变化。计算方法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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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X 1、X 2、Y1989-1998 年 (1990 年除外) 的样本经处理

后进行回归分析, 并对回归方程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

Y=0 1026+18 1126X 1+117 174X 2

　　　　　 (2181)　　 (4184)

R 2=0 196, F=68 103> F (2,7 ) =4 174

该式拟合程度较好, 回归方程显著成立。其中贸易结构

变化 X 1 对 Y 有显著影响 ( t=2 181> t010257) , 二者具有明显

的线性相关性, X 1 即计算期部门增长率下贸易结构的正向

变化越大, 对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就越突出。X 1 的符号表示

贸易结构改善的状况, 若为正值则表示贸易结构改善, 反之

则意味着削弱贸易结构改善的效果。1988-1996 年间, 出口

贸易附加值呈提高趋势, 即 (k t
i- k t-1

i) ≥0, 说明贸易结构在

提升, 只有 1997 年和 1998 年,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贸易结构改善效果为负, 而 1997、1998 年生产率增长率

比 1988-1996 年间除 1990 年外任一年增长率都偏低。可

见,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受出口贸易结构影响较大, 加快贸易

结构转型, 促进贸易结构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 也就促进了

经济增长。
(四)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之间关系的理论说

明

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转型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二者

相互作用, 互为因果。生产决定贸易, 一国出口的一般是本国

生产较多, 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

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调

整, 改变“农重工轻三产弱”的局面, 也就促进了经济增长方

式转型, 贸易结构也相应会由初级产品出口升级为工业制成

品出口。同样, 贸易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也有着重要作

用。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结构的变化源于国际比

较利益的变化, 作为最先感受到国际竞争压力的出口贸易结

构的变化必将对国内产业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促进国内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跟随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当出口贸易

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升级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时, 必将极

大地鼓励工业制成品部门的生产, 促进其参与国际竞争, 积

极改进技术, 降低成本, 加强营销, 走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

当初级产品的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倾斜时, 顺应国际市场竞争

的需要, 初级产品的生产比重也将下降。所有这些都有助于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

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转型的作用力要视一国外向

经济发展程度而定。一国外向经济发展程度越强, 出口依存

度越高 (如 1990 年至今的中国经济) , 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

增长转型作用的效果越明显。反之, 若一国外向经济发展较

低, 出口依存度较低, 则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转型作用

的效果较弱 (如 1977 年的中国经济)。

下面对中国出口依存度情况进行说明。按照经典的凯恩

斯宏观经济恒等式, 出口是 GDP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中比重的不断上升, 出口增长对

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所作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从表

3 中显示的数据看, 近 20 年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提高很快。

在 1977 年仅为 4%, 但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基本保持在 20%

左右, 不仅远远超过了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而且也是

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所不能比拟的。1996 年由于贸易的增长

速度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 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即使如

此, 按照 1997 年的水平计算, 中国的国内生产中大约有 20%

左右用于出口, 每创造一个单位的 GDP , 就需要进口 0116 个

单位的外国商品。

表 3 　　中国部分年份的出口依存度

GDP
(亿元)

出口额
(亿元)

出口依存度
(% )

外贸总额
(亿元)

外贸依存度
(% )

1977 5 64710 24614 4 48016 9
1985 12 54510 1 14518 9 2 91518 23
1990 18 32010 2 96919 16 5 22115 30
1994 29 21910 6 47119 22 12 65619 43
1996 35 38410 6 41317 18 12 30716 35
1998 41 33410 7 89518 19 13 93010 34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IFS) 相关各期。除百分比指标
外, 其余均为 1990 年人民币价格。

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就会比较

高, 中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转型就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贸易结构现状
我国贸易结构数量型特征明显, 主要靠出口数量拉动出

口产值的增大, 贸易增长方式以粗放为主, 主要表现在:

11 贸易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型增长, 出口商品的高附加

值趋势有所表现。这里主要将出口总额分解为商品价格和数

量两个因素, 分析因素变化对出口增长变化的影响程度。首

先, 从出口商品中选出 57 种主要商品, 计算 1999 年与 1992

年相比的各种综合指数 (见表 4)。计算结果表明:57 种商品

的出口额增长了 112 倍, 其中, 出口数量增长了 113 倍, 价格

下降了 413%。由此可见,1992-1999 年间外贸增长主要是

由于出口商品数量增长带来的, 贡献率达 10812%。出口价格

主要受汇率、国内物价、国内技术革新和劳动生产率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 如果剔除汇率和国内物价等因素, 出口商品

价格受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大约下降

了 1513% 左右。另一方面, 在此可以测算出反映出口商品结

构高度化指数, 即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向高附加值倾斜的程

度。计算结果表明,“八五”时期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因素影

响程度大约为 10514%, 也就是说, 从结构上看, 比重有所提

高的出口商品其价格实际下降, 而且由于技术革新作用带来

价格下降的商品的出口有所增长, 反映了一定的出口商品结

构优化趋势。

此外, 从 1999 年出口商品中选出 110 种出口额在 1 亿

美元以上的商品, 计算与 1998 年相比的各种综合指数。计算

结果显示,110 种主要商品的出口额增长了 15% (按人民币

计算, 增长 1417% ) , 是由于出口数量增长了 16%, 价格下降

了 018% (同上, 下降 215% ) , 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 数量增

长的贡献率为 10615%, 结构优化程度达到 10018%, 各项指

标与 1990-1997 年的趋势基本一致 (见表 4)

表 4 　　我国出口结构各项指标比较
1999 年比 1992 年 1999 年比 1998 年

以美元计算:
总金额增长指数 (% ) 11916 1510
价格上涨指数 (% ) -4 13 -0 18
贡献率 (% ) -8 12 -6 15
数量增长指数 (% ) 12915 1610
贡献率 (% ) 10812 10615
以人民币计算:
总金额增长指数 (% ) 28016 1417
价格上涨指数 (% ) 6518 -1 11
结构高度化指数 (% ) 10614 10018

　　说明: 根据海关统计计算, 其中 1999 年比 1992 年各项指数, 利
用了 57 种主要出口商品的数据;1999 年与 1998 年相比
的各项指数利用了 110 种出口额在 1 亿美元以上的出口
商品和 89 种进口商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八五”以来对外贸易

的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型增长,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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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需求是出口贸易的主要推动因素。7 年中出口出现了

一定的商品高附加值化倾向, 但结构优化程度仍然较低。

21 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不强, 是导致外贸增长方式粗

放型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全球产业逐渐增

多, 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品,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全

球竞争中互为对手的贸易各方, 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

力, 才能长久的拥有国际市场。中国工业制成品要想拓展国

际市场, 同样必须高度关注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然而, 当前中

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却并不乐观。我们用贸易竞争力系数

法对 1999 年中国进出口商品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进行了测

算 (见表 5) , 结果表明竞争力系数大于 015 的商品主要是旅

行包、服装、家具、无机化学品、金属制品、医药品; 竞争力系

数大于 0 但小于 015 的商品主要有橡胶制品、非金属矿物

品、办公用品、机械、钟表; 竞争力系数大于-0 15 但小于 0 的

商品主要有染料、有机化学品、电力机械、科学仪器、有色金

属、通用工业机械; 竞争力系数大于-1 但小于-0 15 的商品

主要有塑料、化肥、精工机械、特种工业专用机械等。可见, 中

国贸易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发挥劳动力要素禀赋

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 而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

术密集型产品大多缺乏国际竞争力。

31 我国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程度有所提高, 与美日等发达

国家的贸易仍具有较强的垂直分工特征。现代国际贸易的重

要特征之一就是各国之间广泛进行着同类产业制成品的进

出口贸易。这种被称之为产业内贸易的现象是传统的比较优

势贸易理论所无法说明的, 反映了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和规模

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

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 1999

年中国进出口商品分类统计计算的结果显示 (见表 5) , 在中

国对世界的 16 类工业制成品贸易中, 有 7 类商品的产业内

贸易指数在 80% 以上, 按指数值大小顺序排列, 依次是运输

设备 (9714% ) , 金属及其制品 (9617% ) , 化学工业品及其相

关 产 品 ( 9514% ) , 木 制 品 ( 9419% ) , 机 电 及 音 响 设 备
(9010% ) , 珠宝贵金属 (8711% ) 等。另外有 3 类产品的指数

值在 20% 以下, 从小到大排列依次是鞋帽制品 (815% ) , 武器

弹药 (1118% ) , 杂项制品 (1211% )等。由此可见, 在我国对全

世界的贸易中, 运输设备等类产品的水平分工程度较高, 竞

争主要体现在商品价格和产品的多样化上。相反, 鞋帽、杂项

制品等仍然处于垂直分工程度的较高水平, 由于这些都是劳

动密集型产品, 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 出口远

远大于进口, 其他如造纸、纺织、矿物材料制品等水平分工的

程度也比较低。在中国的对美贸易中, 只有食品 (9415% ) , 塑

料及橡胶制品 (8014% ) 的指数超过 80%, 机电及音像制品
( 7814% ) , 化 工 产 品 ( 7315% ) , 光 学 仪 器 及 医 疗 器 械
(7019% ) 等 3 类商品的水平分工程度也比较高, 其他大多数

产品都表现出垂直分工较强的特征, 其中鞋帽伞 (213% ) , 杂

项制品 (316% ) 等尤为明显。在主要 16 类工业产品中, 除去

食品和塑料与橡胶制品外, 其他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低于中

国对外贸易同类商品的平均水平, 这说明中国与美国双边贸

易中, 优势互补的贸易机制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 中美贸易

的水平分工程度仍然较低。

1999 年产业内贸易指数表明: 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中, 化

学工业及相关产品 (9011% ) , 珠宝贵金属 (84 19% ) , 光学仪

器及医疗器材 (84% ) 等比较高, 其余的指数值都在 80% 以

下, 其中运输设备达到 73%, 纸及纸制品, 纺织原料及制品,

矿物材料制品, 贱金属及制品, 机电音像设备器材等位于

40～ 70% 的范围内, 还有 8 类商品低于 40%。与中国对全世

界的贸易结构相比, 日本仅在纸及纸制品, 矿物材料制品, 杂

项商品等 3 项超过平均水平, 其他各项与平均水平相差甚

远。此外, 按照指数水平比较, 中国对日贸易的水平分工程度

与对美贸易相近, 但在机电产品等资金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

产品领域则相对较低。因此, 中国与日本的生产分工带有典

型的垂直分工特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与日本具有很强的经

济互补性, 同时也表明日本在高新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方

面的市场开放落后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

“八五”以来, 中国的贸易结构逐步向水平分工形态转

移,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有所提高, 特别是化工产品、光学

及医疗设备器材、运输设备、金属制品等已经初步具有与国

际市场同类产品相竞争的实力。但是,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的贸易形态仍然表现为较强的垂直分工特点。在产业内贸

易程度较低的产品中, 既有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出口远

远大于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如杂项制品、鞋帽等, 也有一

些处于比较劣势的高技术、资金密集型产品, 如机电设备等。

从整体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在高技术产品基础上的水平

分工程度还很低, 即使是像光学仪器及医疗设备、运输设备

等似乎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的产业领域, 各细分类产品的技

术先进程度也有很大差别, 中国仍然需要进口许多高新技术

产品, 而出口的则是一些低层次的加工产品。此外, 由于加工

装配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 这些最终产品

出口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国内产业真正的技术水平和竞争

力。因此, 就这些产品而言, 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做出判断,

也有可能存在过高评价, 应进行更深入分析。

41 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出口商品主要来自劳动密

集型产业, 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

产业内贸易指数只能分析贸易形态的水平分工程度, 但并不

能说明影响水平分工变化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水平。为了进

一步对中国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说明“八五”以来

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效果和优化水平, 需要计算反映产

品竞争力水平的贸易竞争力指数。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到:

1999 年在中国的 21 大类出口产品中, 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

0 的共有 14 类, 在工业制成品中鞋帽伞、杂项制品等的指数

值最接近 100%, 特别是这两项还是大宗出口商品, 说明这两

类产品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食品、革皮毛及其箱包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矿物

材料制品等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出口多于从国际市场上的

进口。指数值小于 0 的 6 类工业制成品中, 包括矿产品、化学

工业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纸制品、机电设备器材、运输设备

等, 这类产品的出口小于进口, 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劣势, 国

内产品的竞争力低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其中的纸制

品、机电设备等仍然较多的依赖于进口。从上述结果可以看

出: 到目前为止, 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基本上是一些

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缺乏竞争力的主要是基础材料和机械设

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方面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

然是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产业, 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更多地取决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同时暴露了出口商品

结构优化缓慢、缺乏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产品以及产

业结构升级滞后等矛盾。

1999 年中国对美贸易中, 有 15 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

争力指数大于 0, 其中鞋帽制品、杂项制品等均在 90% 以上,

其他大宗商品, 如皮革制品、木制品、纺织品、矿物制品材料

等处于 40～ 70% 之间的水平, 而贱金属及其制品、光学及医

疗器材、塑料橡胶制品、机电设备等的指数水平较低。中国属

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纸制品、运输设备等。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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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除去机电设备有所不同之外, 对美贸易竞争力格局与

总体结构很接近。与 1992 年相比, 中国的大部分工业制成品

的对美贸易竞争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其中机电设备、光学

及医疗设备器材、木制品等大宗商品的上升幅度最大, 而食

品、鞋帽制品等传统的出口商品的对美竞争力出现小幅度下

降。因此,1992-1999 年, 中国商品的对美贸易结构在提高竞

争力等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中国的对日贸易竞争力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99

年 14 项大宗商品中只有杂项制品、矿产品的竞争力指数下

降, 其他商品普遍上升, 幅度最大的包括运输设备、机电产

品, 光学仪器及医疗设备、矿物材料制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光学仪器、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产

品上的竞争力提高程度远远小于对美贸易的提高水平。此

外, 从 1999 年的实际情况来看, 对日贸易竞争力格局与对美

贸易也有明显区别。中国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

型加工产品竞争力指数都大于 0, 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如金属制品、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光学仪器等产品的贸易竞

争力指数不但小于 0, 而且指数水平较低。可以说, 中日贸易

具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一般性特征。中

国在日本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

和资源型深加工产品, 虽在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领域与日

本的水平分工程度正逐渐加强, 但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差距

仍然很大 (参见表 5)。

表 5 中国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 (单位:% )

1992 1999

全部 对美国 对日本 全部 对美国 对日本
动物产品 　6911 　5610 　9416 　6411 　 2116 　8910
植物产品 3616 -71 14 9614 3515 -66 12 9711
动植物油脂 -58 18 -87 15 5214 -42 13 -92 13 6219
食品 5012 2118 8817 2819 515 9019
矿产品 810 3414 9010 -20 14 4416 6913
化工产品 -27 10 -54 14 -24 10 -4 16 -265 -9 19
塑料、橡胶制品 -48 18 -43 19 -84 16 -32 18 1916 -68 13
革皮毛制品 3513 6211 5713 4010 6411 7710
木制品 -9 15 -35 10 9615 511 3114 9713
纸及纸制品 -61 12 -92 15 -79 11 -58 10 -67 19 -53 14
纺织及制品 4118 5519 4811 4310 5615 4816
鞋帽制品 8211 9914 9019 9115 9717 9512
矿物材料制品 4810 5615 -0 13 5112 7017 4717
珠宝贵金属 1016 -40 16 3715 1310 2919 1512
贱金属及制品 -26 16 -1 17 -64 12 313 3912 -34 17
机电及音像设备 -35 19 -45 18 -84 10 -10 10 2116 -42 16
运输设备 -47 13 -57 11 -93 14 -2 16 -42 13 -26 19
光学及医疗设备 -12 14 -6 10 -71 16 1510 2911 -16 10
武器弹药 8017 10010 ⋯⋯ 8812 4519 010
杂项制品 7415 9414 10010 8719 9614 7117
艺术品 8710 10010 ⋯⋯ 5311 9613 9813
合计 217 -1 17 -7 18 1214 3315 416

　　说明: 根据《海关统计》中商品分类统计数据计算。

应该承认, 经过几年的发展, 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过去基本依靠进口和引进的机械设备等

技术密集型国产商品已经能够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占有一定

份额, 并参与国际竞争。传统比较优势产品保持了较强的国

际竞争力, 仍然是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取更多比较利益的主

要手段。但是, 从目前情况看,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整体的发展

水平并不高, 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比较低, 产业和

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也比较缓慢。以代表高技术、高附

加值制成品的机电产品出口为例,1999 年占到全部出口的

35% 左右, 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51% 的水平, 而且也与低

于世界平均的 44% 水平。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多年来, 经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 中国已经初步奠

定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新型外

贸调控体系。我国外贸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市场化

程度大幅度提高, 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等已经上升为宏观

调控的主要手段。单一、封闭的外贸经营格局已经改变, 经营

主体多元化为外贸发展带来了活力, 成为中国外贸、特别是

出口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这些已经和正在构成中国未来对

外贸易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另一方面, 正如上面分

析可以看到的那样, 中国对外贸易还存在发展不稳定、结构

调整缓慢、缺乏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

产品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以出口贸易质量等外在形式表

现出的不足, 其根源就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粗放

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 在 21 世纪,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

展, 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将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将在优势互补和水平分

工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 其次, 日趋活跃

的国际资本流动必将带动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 为中

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创造良好机会。但是, 东亚经济的复兴、

南亚经济的崛起和拉美地区经济的上升将会进一步改变世

界经济格局, 与中国出口产品形成强烈竞争, 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也将进一步加剧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程度。

实证分析的结论告诉我们贸易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转

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转

型有重要作用, 贸易结构变化必将拉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促

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 如何进

一步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外贸调整控制体制和经营机

制, 培育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促进进出口贸易的较快增长, 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

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应该成为跨世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结构

调整的重要课题。

11 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调整出口结构, 提高出口产品附

加值。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的表象, 出口结构的改善必须从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上获得支撑, 从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

合的角度入手重新理清出口结构高度化的思路, 主要包括四

方面的内容, 一是拉紧、拉长出口产业链条, 占据附加值更高

的生产环节, 例如从提高纺织品出口附加值目标出发, 重点

发展高档纺织品面料和高新技术纺织机械, 从提高国产家电

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目标出发, 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半导体工业及相关产业;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定位主

要是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 通过新设备、新工艺、新配方的

开发和应用, 提高食品、化纤、钢铁、交通设备、电子通信等部

门的竞争优势; 三是规范国内市场竞争秩序, 建立以国内统

一市场为基点的规模经济产业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为出

口品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奠定产业组织基础; 四是协调

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 建立由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牵头, 外贸

主管部门、科技主管部门参与的产业结构升级领导体系。

21 按照统一政策和竞争条件的一致性原则, 促进外贸经

营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逐步实现外贸经营制度向外贸登记制

度的转变。传统外贸专营机制的打破, 为近几年中国的对外

贸易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 由于外贸经营权以及市场准入

方面的种种限制, 外贸经营还未形成充分自由竞争的多样化

格局。长期垄断经营的优越环境也造就了外贸企业难以适应

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在“体质”。为此, 完善外贸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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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符合高技术产业自身特点的产业政策。

11 全面完成规划的制定工作。在规划工作前期取得阶

段性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

求和形势变化,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原则、目标和

任务、发展重点及政策措施等逐项进行落实, 形成可向社会

发布的框架性文件, 以期指导全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

21 加快高技术对现有产业的融合、改造。应在一些关键

领域, 实施一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点, 带动现有产业的优化、

升级。如农业方面, 实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节水灌溉技术、

设施农业技术等的产业化, 带动农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方面,

通过广泛应用信息技术, 加快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先进控

制技术、网络化制造技术、虚拟制造技术等先进制造技术的

产业化, 推进制造业信息化。要结合重大工程建设, 强化重要

成套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化, 实现相关产 (行) 业共性

和关键技术重点突破, 提高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31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围绕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

定目标和任务, 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重大项目

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 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1)集中优

势资源, 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

等领域, 重点通过自主开发和产业化,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为

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为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源泉。(2)采取更加

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重组的机

遇, 引入先进技术和跨国公司, 参与国际分工, 直接面向国际

市场, 迅速扩大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规模, 并通过消化吸收基

础上的创新发展, 突破产 (行) 业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瓶颈, 迅

速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改善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41 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加快信息基础网络建设, 建立

一个完整、统一、先进的国家公用信息基础网络; 大力发展信

息网络和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信息咨询等新兴服

务业, 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及时提供信息; 促进金融、贸

易、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和一批骨干企业的信息化。以新兴

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51 加强经济与科技结合能力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建

设。(1)继续抓好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 对在建的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 推动面向全行业的技术转

移与产业化; (2) 在新兴产业的大中型企业中, 建设一批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 提升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 完善大

学和科研机构高技术转移的渠道和方式以及科研成果迅速

转化的基地建设问题, 重点支持具备技术、人才优势地区的

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力争形成若干个增长极。
(四)为高技术产业化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

制度是一种无形的公共物品, 与其他公共的物品一样,

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市场机制很难有效地提供制度供给,

只能由政府出面担当供给制度的职能。在高技术产业化过程

中, 政府必须提供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 (1) 界定产权的制度

安排。政府应制订界定产权和规范各种基本经济关系的法

律, 对高技术企业而言, 政府应特别做出允许技术、管理、创

业等无形资产入股的制度安排。 (2) 规范市场交易的制度安

排。政府应建立赋予市场交易以确定性规范的法律法规, 来

解决诸如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委托- 代理等问题。 (3) 维

护竞争秩序的制度安排, 特别是要规范各种市场中介组织,

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注释
①转引自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 北京,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

社,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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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2 页) 企业的经营机制, 创造多元化的市场竞争环

境对于跨世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应当赋予更多的生产企业综合经营,

最终建立外贸经营登记制。专业外贸公司应当加强自身改

革, 完善经营机制, 逐步走上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提高企业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和规模经营效益。总之, 多元化

的竞争格局和各类外贸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 将在培育新的

外贸增长点、提高外贸经营的质量、效益、信誉和优化产业结

构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31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多年来我国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我们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效益

差, 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和竞争力。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企

业结构往往缺乏主导产品、结构雷同、无长远规划, 中小企业

的发展潜力极为有限。要改变这种状况, 国家必须进一步调

整外贸企业的组织结构, 通过政策导向鼓励一批效率较高的

企业进行联营, 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和人才的整体优

势, 努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集团。

同时, 每个外向型企业也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挖掘自身潜

力, 向管理要效益, 以质量求生存, 凭规模导向发展, 籍外力

去开拓,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不断增强

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 要大力发展我国外贸事业, 就必

须使企业向大型化、实业化方向发展。在具体做法上, 可在实

行外贸集团经营过程中, 选择一些条件成熟, 实力较强的大

型外贸企业先行试点, 组建一批以贸易为主, 兼具贸易、产

业、金融、科技开发和综合服务功能, 企业化、集团化、国际化

的中国综合商社, 以便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 加以改进和推

广, 以增强我国外贸竞争力。

41 深化微观管理, 加强基础工作。首先, 努力营造一个

客观的吸引人才的氛围。积极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创造良

好的科研和工作环境, 吸引人才, 加快企业技术开发步伐,

提高管理效益, 增强企业竞争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次,

加强产品包装工作。销售包装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无声售货

员”的美誉, 包装较之产品内在质量的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我们在包装上多倾注一点精力, 我国出口产品的档次就

会上一个台阶, 经济效益也必然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三,

广泛实行我国的名牌战略, 全面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知名

度, 这对我国产品全面进入国际市场, 提高外贸经济效益, 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 无疑会大有裨益。

总之, 贸易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转

型, 促进产业结构的纵深发展, 因此对贸易发展采取有效的

促进措施无疑将对贸易结构起到优化作用, 进而对我国经济

的健康增长起到拉动作用。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经济系博士生　天津　3000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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