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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应将对外贸易

竞争优势作为贸易战略出发点

苑　涛

　　摘要 : 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在优势来源、政府作用等方面与比较优势存在较明显的不

同之处。国际贸易中固有的利益冲突、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要实现经济赶

超的目标以及中国作为大国经济情况的多样性 ,这 4 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应该将竞

争优势作为贸易战略的出发点。为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贸

易措施的使用增加我国产品的净出口 ,另一方面要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改善我国

的出口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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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含
义及其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含义
国内学者在讨论竞争优势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 ,不过波特的竞争优
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企业和国家的竞争优势 ,并不
是对外贸易竞争优势。本文认为 ,对外贸易的竞争
优势是一国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并且获得大
量贸易利益的能力优势。从这个概念出发 ,我们可
以看到 ,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

一是是否有能力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 ;二是是
否能够从这种出口当中获得大量的贸易利益。一个
国家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可理解为各个产业在对外
贸易中竞争优势的集合。要实现对外持续、大量的
出口 ,本国商品必须具有竞争力。本国商品的竞争
力最终落实在三点上 ,一是生产成本的下降 ,二是产
品质量的提高 ,三是产品为新兴产品 ,其他国家没有
办法制造。从贸易利益的角度看 ,如果本国在某一
产业获得了竞争优势 ,产量大幅度增加 ,有可能使得
价格大幅度下降 ,出现“悲惨增长”。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法 ,一是提高产品质量 ,通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索要相对较高的价格 ;二是不断提高本国有竞争优
势产业的层次 ,使本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相对集中
在那些需求弹性大并且其他国家供给能力不大的产
业。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 ,供给的大量增加容易影
响国际价格 ,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不同之处
第一 ,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强调通过竞争优势获

得贸易利益。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角度

不同 ,比较优势理论侧重于说明国际贸易为什么发
生、国际分工如何实现、国际贸易对福利的影响 ;竞
争优势侧重于阐述一国的优势如何获得 ,该国如何
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比较优势理论从本国和全
球两个方面分析贸易前后福利的变化 ,认为一国按
照比较优势分工 ,就会增加本身的福利 ,并提高世界
范围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水平 ,增加福利。竞争
优势理论从本国角度出发 ,考虑怎样才能使本国在
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福利 ,更好地提高效率 ,在国
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 ,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强调各方面的绝对优
势。比较优势强调的是相对性 ,即使一个国家的各
个产业都不具备绝对优势 ,其中也必定有一些产业
具备比较优势 ,因为该国各个产业的机会成本必定
有高有低。比较优势理论的精髓在于“两利相权取
其重 ,两弊相权取其轻”,重点是从本国所能生产的
不同产品来看 ,生产哪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更低 ,这种
比较是本国生产各种产品机会成本的比较。从对外
贸易竞争优势来看 ,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或者处于
竞争优势 ,或者处于竞争劣势 ,都是根据与其他国家
的情况比较得出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各个产业都不
具备竞争优势 ,则意味着该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
不足。竞争优势强调的是不同国家生产同种产品时
进行比较 ,其具有绝对性的性质 ,一个国家占有某种
商品的国际市场即意味着其他国家此种商品国际市
场的失去。

第三 ,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强调优势来源于后天
努力。从产生优势的原因看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先
天的资源禀赋 ,而竞争优势理论强调后天经过努力
形成的优势。李嘉图的相对技术差异模型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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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劳动力资源在生产两种产品时不同的机会成
本 ,由此形成了该国的比较优势。虽然它是关于技
术和劳动力的模型 ,但是它并不强调人力资本的提
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技术差异模型只是论述了 ,在
既有的技术条件下 ,一国在生产哪些产品方面有比
较优势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其有优势的产品可
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要素禀赋理论强调的是
生产要素禀赋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在既有的要素
禀赋条件下 ,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

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通过发挥比较优
势进行国际贸易而提高贸易双方和整个世界的福
利。对外贸易竞争优势战略强调后天经过努力形成
的优势。一国可能在资源方面不具有绝对优势 ,但是
它可以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创造优势 ,以此赢得在国
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主动地位。如果我国仅仅依靠
劳动力成本优势去开拓市场 ,必将在不远的将来遇到
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面竞争 ,这时在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品上我们的优势不如发达国家 ,而劳动力密
集型产品中的成本优势又不如这些后起的发展中国
家。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就是积极用现代高新技术
改造和嫁接传统产业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在若干
新兴产业里占据技术高地 ,把握市场先机 ,在赢得对
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基础上 ,获得贸易利益。

第四 ,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强调政府的作用。比
较优势理论与提高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观点对政府
的作用看法相反 ,前者强调自由贸易 ,后者强调通过
政府干预获得竞争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一个
国家应该尽量少干预经济和贸易 ,通过自由贸易 ,贸
易各方都得到贸易利益 ,世界的福利也得到了提高。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升级从很大程度上可以随着
要素的积累自动实现。林毅夫等认为 ,产业结构和
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

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 ,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
构变化的结果 ,不是能够靠政府的力量就改变的。
他们认为 ,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 ,所要
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资源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
量的增加 ,而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
的差距缩小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 ,政府是没有
办法扭转的。①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持者并不认为政
府的干预是发展贸易的中心因素。

二、中国将竞争优势作为
贸易战略出发点的原因

　　(一)国际贸易中固有的利益冲突
不论是李嘉图的相对技术差异论 ,还是赫克歇

尔 -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论 ,结论都是当国际贸易
的参与国发挥其绝对或相对的技术、要素禀赋优势
而专业化生产其有优势的产品 ,进口其没有优势的
产品的时候 ,世界的总体福利上升 ,各个国际贸易参
与国的福利也上升了。如果这是现实的话 ,各国只

要尽量发挥其比较优势 ,就可以达到不断改善本国
福利的目的。我们认为 ,从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
贸易环境看 ,以上理论并不是现实 ,我们借助拉尔
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理论来分析国际贸易中
国家利益的固有冲突。②他们的分析首先集中于完
全专业化的情况。通过对各种均衡情况的模拟 (比
如 ,在有 10 个产业存在的情况下 ,将有超过 1000 种
的均衡结果) ,可以得到 A 国收入份额与世界收入
的关系图。A 国的收入和世界收入是密切相关的 ,A

国收入等于世界收入乘以 A 国在世界收入中所占
的份额 ,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 A 国收入份额与其收
入的关系图。我们将 A、B 两个国家的情况合并 ,可
以得到一张反映两个国家收入份额与实际收入的综
合图 ,如图 1。

图 1 　A、B两国收入占世界收入的
份额与它们各自国民收入的关系

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模型表明 ,A

国在其份额占世界收入份额很低的时候 ,其实际收
入也很低 ,它的收入随着其占世界收入份额不断提
高而上升 ;在 A 国收入达到世界收入的某个份额
时 ,世界收入的边界线达到最高以后 ,世界收入的总
量开始下降 ,但是随着 A 国所占世界收入的不断增
加 ,其实际收入依旧上升 ,直到某一点才开始下降
(A 国实际收入开始下降的点在世界收入达到最高
的点的右边) 。正如图 1 所示 ,在左边和右边的区
域 ,是 A、B 两国的收入可以同时上升的互利区。比
如 ,在右边的互利区中 ,随着 A 国所占世界收入份
额由 90% 下降为 80%,A 国和 B 国两个国家的实际
收入也都会上升 ,A 国的最大收入由 Ua 上升到了
Ub ,B 国的最大收入由 Fa 上升为 Fb ;在左边的互利

区当中 ,随着 B 国收入占世界收入份额的下降 ,两
个国家的实际收入都会上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
况 ,是因为由一个国家生产大部分产品的格局出现
变化 ,当不同的商品由不同国家生产的时候 ,各国更
加充分地发挥了其专业化优势 ,使得世界总收入大
幅度增加 ,份额的降低不仅被抵消 ,份额降低国家的
实际收入还得到了提高。从图 1 可以看到的另一个
区域就是冲突区 ,它位于两条垂线 L1 和 L2 之间 ,A

国的上边界线向上倾斜的时候 ,B 国的上边界线向
右下倾斜 ,反之亦然。此时 ,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是相
互矛盾的 ,一个国家通过某种方法 (比如 ,提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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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使得本国收入上升的同时 ,另一个国家的收入
将因此而下降。两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是否能改善
收入水平 ,关键看它们处于图中的哪一点。互利区
对应的是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情况 ,

此时 ,不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生产份额
的上升 ,将有利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双方。冲
突区对应的是两个生产能力相差不多的两个国家 ,

此时一国生产能力的上升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收入
水平的下降。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还证
明 ,即使不存在规模经济 ,他们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
分析依旧是正确的 ;而且 ,将模型扩充为 3 国以上的
时候 ,基本结论没有大的变化 ,只是出现了多重可能
性的区域 ,但是冲突区是不会消失的。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面
对的国际贸易环境 ,是冲突区的范围大 ,还是互利区
的范围大。按照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分
析 ,一国凭借其较大的生产规模而在高进入壁垒产
业拥有的优势 ,或者是没有规模经济但在生产率、生
产成本等方面拥有的优势 ,其所能获得的世界收入
份额越大 ,这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
资就越高 ,这可以作为判断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各
处于图中哪个位置的指标。并且 ,他们指出一国理
想的贸易伙伴 (在其结果最好时候的贸易伙伴)的工
资 (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要比该国本身的工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低 50% ～75% 。③这样看起来 ,

由于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 ,与各个发
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处于互利区的范围之内 ;不过 ,

我国与同样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就
是竞争的关系了 ,我国产品份额的上升就意味着对
方收入要下降 ,反之亦然。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在
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措施中 ,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
很高 ,尤其是印度这个发展中的大国。④

不过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同时
也遭到了越来越多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等
非关税壁垒措施 ,这就意味着 ,我国与发达国家也并
非一定处于互利区 ,原因有以下两点 :

首先 ,现实的威胁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
易处于冲突区的一个原因。我们需要看一下拉尔
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所提出的互利区是否真的
如图 1 所画出的那么大 ,也就是说 ,是否一国工资水
平是另一国的 1/3 或者 1/4, 这两个国家就处于互利
区。在笔者看来 ,两个国家是否处于互利区 ,取决于
一国生产份额的上升是否动摇了另一个国家收入的
获得。如果一个生产能力较低的国家 ,其生产能力
上升并不能动摇另一个生产能力较高国家的优势 ,

这个低生产能力国家产量和生产品种的上升将使另
一个国家更专业地生产其优势产品 ,从而扩大整个
世界的收入总量 ,使得两个国家的收入都上升 ;生产
能力扩大带来的价格下降也是高生产能力国家获得
的好处之一。不过 ,当低收入国家生产能力的扩大

威胁到高收入国家时 ,两个国家就处于冲突区了。
可见 ,是否处于冲突区的关键不是人均收入或者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而是低收入国家是否有能力威胁
到高收入国家的原有优势。在存在高的初始成本、
有巨大规模经济的时候 ,低收入国家是没有办法进
入这个产业的 ,这就是进入壁垒 ;在没有规模经济的
产业 ,如果技术含量特别高 ,低收入国家一般没有高
的科技水平 ,此时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些产业 ,高技术
产业的技术垄断也是一种进入壁垒。这就是为什么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 ,总是首先发展服装、玩
具等既没有规模经济、又不需要太多高技术的产业
的重要原因。不过 ,具体到中国 ,情况又有不同。中
国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 ,是一个发展中的
大国。与中国同样人均收入水平的一般发展中国
家 ,对于一些高初始投资的产业望而却步 ,中国却可
以建立生产企业 ,与发达国家争夺市场 ;与中国同样
人均收入水平的一般发展中国家 ,对于一些高技术
产业无法涉足 ,中国却可以集中优势发展相关技术
而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是发展中大国与一般发展中
国家不同的地方。中国一旦建立了这些规模经济显
著或者高技术的产业 ,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低劳动力
成本优势就会使得发达国家的相关竞争者面临很大
压力。是否一国工资水平是另一国的 1/3 或者 1/4,

对于判断中国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所处的区域 ,并
不是一个合适的标准 ,换句话说 ,模型中的互利区可
能并不像图中画出的那么大 ,对于中国和发达国家
来讲 ,互利区可能只是细细的一个小条 ,只要中国的
人均收入稍稍提高 ,双方进行贸易的关系就成为相
互冲突的了。而且 ,即使中国并没有在许多行业对
发达国家的产业形成真正的威胁 ,而只是存在这种
威胁的可能性 ,也会使得发达国家努力防止中国获
得这方面的优势。所以 ,我们不能认为我国与发达
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处于互利区的国家 ,恰恰相反 ,

我们是处于冲突区的。
其次 ,发达国家的高调整成本是中国与发达国

家的对外贸易处于冲突区的另一个原因。一个发达
国家放弃某个产业 ,虽然从整个国家来看可能是向
更高效率发展的一种方式 ,但是 ,此产业的相关利益
者却不会轻易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而作为代替该
国进行这些产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就会成为发达国
家中此产业利益相关者攻击的对象。贸易措施无疑
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但是利益总是有主体的 ,这些
贸易措施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存在的。即使
按照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的分析 ,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我国与发达国家是处于互利区的 ,我国
某些产业的发展和占世界收入份额的提高 , 有利于
整个世界收入水平和两个国家双方收入水平的普遍
上升 , 但是 , 在这个过程中 , 占世界收入份额下降
的发达国家 , 其产业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它将逐渐
减少甚至停止某些产品的生产 , 将更多的要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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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其有优势的产品上 ,这种调整的成本往往是
非常高的 ,而这一点并没有在拉尔夫·戈莫里和威
廉·鲍莫尔的模型中反映出来。这种调整 ,不仅意味
着各种固定投资将失去价值 ,也意味着相关的劳动
力将失去工作。对于专业化的劳动力来说 ,这种调
整尤为残酷 ,因为他们的技能可能只对这些产品适
合 ,当他们不再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 ,他们也就变成
了没有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收
入将有比较大的下降。如果情况更加恶化的话 ,这
些劳动力会发现 ,不论经过怎样的培训 ,他们也无法
进入到那些新兴的行业中去。发达国家处于扩张期
的产业和产品 ,大多数属于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 ,对
劳动力的技术、技能、相关知识的要求会更高。被淘
汰产业中的劳动力无法适应这些新兴产业对劳动力
的要求是一个合适的假设 ;否则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
力也可以进入这些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进行工作 ,

就不会首先承接发达国家淘汰的产业了。从这里我
们看到 ,即使在发达国家 ,也有很多人不会轻易地让

本国的生产份额下降而坐视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收入
的份额上升。这种高调整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发达
国家不愿意轻易放弃其已经失去优势的产品和产
业 ,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存在冲突的
另一个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 ,既然我国与其他国家的
国际贸易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就应该从
竞争优势出发 ,在我国已经拥有和可能获得优势的
产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措施 ,使得我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如果国际贸易占一国生产和消费的份额不大 ,

对该国经济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它的重要性也不是
很大。不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各
国与其他国家越来越密切地交往 ,由于国际贸易不
断上升而形成的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影响也加剧
了。在两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 ,是否能够从
其中获得经济利益 ,是各国最为关心的问题。

表 1 　　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中国出口依存度( 1981-2000 年)

世界出口总额
(亿美元)

中国出口总额
(亿美元)

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

比重 ( %) 位次
中国 GDP
(亿美元)

中国出口依存度
( %)

1981 19 724 220.1 1.1 19 2 851.85 7.72
1982 18 308 223.2 1.2 17 2 797.73 7.98
1983 18 078 222.2 1.2 17 3 003.75 7.40
1984 19 019 261.4 1.4 18 3 081.65 8.48
1985 19 277 273.5 1.4 17 3 052.65 8.96
1986 21 157 309.4 1.5 16 2 954.76 10.47
1987 24 969 394.4 1.6 16 3 213.91 12.27
1988 28 382 475.2 1.7 16 4 010.72 11.85
1989 30 361 525.4 1.7 14 4 491.04 11.70
1990 34 700 620.9 1.8 15 3 877.72 16.01
1991 35 300 718.4 2.0 13 4 060.98 17.69
1992 37 000 849.4 2.3 11 4 830.47 17.58
1993 36 870 917.6 2.5 11 6 010.83 15.27
1994 41 683 1 210.4 2.9 11 5 425.34 22.31
1995 50 200 1 487.7 3.0 11 7 002.53 21.25
1996 52 540 1 510.7 2.9 11 8 164.90 18.50
1997 54 550 1 827.9 3.3 10 8 982.44 20.35
1998 54 050 1 837.6 3.4 9 9 463.01 19.42
1999 54 600 1 949.3 3.6 9 9 913.57 19.66
2000 63 580 2 492.1 3.9 7 10 799.62 23.08

　　说明 : (1)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根据当年以人民币计的 GDP与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得到。

(2)出口依存度 =
当年出口总额

当年 GDP
。

资料来源 :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2) ,835 页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
2002;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1) ,49、586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以及作者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得到。

　　贸易量的不断增加 ,使得各国渐渐认识到 ,其他
国家不断增加的出口有可能冲击本国的产品生产和
劳动力就业。如果说 ,从前由于国际贸易的份额不
是特别大而无需理会这些负面效应的话 ,现在已经
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首先 ,其他国家生产能力的上
升 ,将会替代一部分原来本国对第三国的出口 ,这意
味着本国对此第三国市场的失去。其次 ,其他国家
生产能力的上升 ,将有可能使本国本来出口的产业
或产品成为净进口产业或产品。这无疑是对本国相

关产业和在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的巨大打击。在巨大
的贸易量存在的前提下 ,一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
失去 ,意味着本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打击 ,不仅没有
办法利用对外贸易改善经济状况 ,还会因为对外贸
易的存在使得经济情况更糟糕。比如 ,通过对西班
牙的研究后发现 ,国际贸易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对其劳动力市场。中等收入国
家一方面要与发达国家竞争 ,另一方面又要与发展
中国家竞争 ,所以压力很大。密纳多 (Minondo,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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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国际贸易使西班牙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了 32

至 49 万人 ,而这个数字占西班牙 1995 年工作人数
的 14% 到 21% 。⑤从表 1 可以看出 ,我国出口依存度
比较高 ,这意味着 ,我国如果在对外贸易方面失去竞
争优势 ,将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在加入
WTO后的若干年内 ,我国将不断地降低关税、取消
各种非关税壁垒 ,使得外国商品越来越容易地进入
我国市场。如果我国没有办法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努力增加对外出口 ,以致造成我国的出口增加不
及进口的增加 ,将使我国经济受到负面影响。我国
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 ,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
中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应该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出
发点。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加深的情况下 ,一国
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将引起别国越来越多的重视 ,

这些国家将采取措施减弱此有竞争优势国家在对外
贸易方面的竞争优势。从表 1 可以看出 ,我国出口
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已经明显上升 ,我国在对外贸
易中有竞争优势 ,许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很高 ,

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相应反应。一段时间以来 ,

有的国家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观点 ,其中一个目
的就是希望通过人民币的升值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
优势 ,减少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 ,WTO成员方发起
的反倾销案件一共 2284 起 ,其中对中国产品的反倾
销案件有 324 起 , ⑥占总数的 14.19%, 这个比例在
所有成员方中是最高的。根据前面的分析 ,一国对
外贸易竞争优势的提高 ,必然对一些相关国家的利
益造成负面影响 ,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方法试图减少
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关
键在于 ,我国必须认识到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重要
性 ,通过各种方法继续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

(三)我国要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
勿庸置疑 ,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

成 ,这是我国在将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这就
决定了 ,我国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够
后来居上。在我国进行经济赶超的过程中 ,经济增
长将是超常规的发展 ,除了高增长率之外 ,产业结构
将不断升级 ,资本产出率也将不断上升。我国必须
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进行追赶的现实 ,决定了我国
不能囿于单纯发挥比较优势 ,而应该发挥竞争优势。
经济上实现赶超 ,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赶超
战略上看 ,就是通过经济非均衡的发展 ,使经济结构
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进行调整 ,使我国经济尽快实现
工业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格外重视本国
技术的发展 ,通过技术进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
结构升级等获得基础。从政策上看 ,涉及到产业政
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农业政策、区域开发政策、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各个方面。由于我国还是一个
转型国家 ,市场机制、企业制度的建立就显得非常重

要了。不过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政策 (或者战略)

就是关于对外贸易的政策。
首先 ,扩大开放是各国实现经济赶超的一个重

要途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在经济赶超过
程中提出了“贸易立国”战略。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
贫乏的岛国 ,其贸易立国战略就是进口资源 ,经过加
工后出口成品 ,通过赚取制成品与原材料、资源之间
的差价来获得经济利益 ,谋求发展。事实上 ,现在我
们谈到贸易立国 ,一般都不会将其意义限制在这样
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通常认为 ,贸易立国发展战略
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 ,政府有意识地制定政策
促使本国大规模地发展国际贸易 ,以此来深入地参
加国际分工 ,通过利用外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包
括自然资源 ,也包括资金、技术等要素) ,突破经济起
飞时面临的各种障碍和约束条件 ,实现经济的工业
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各国虽然不一定对外贸的
重视程度都像日本那样将其作为立国之本 ,但是也
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希望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带
动经济的发展。将获得竞争优势作为对外贸易政策
的出发点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更好发展 ,最
终推动整个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实现。

其次 ,一国对外贸易是否有竞争优势 ,也是一国
经济实力的体现。我们知道 ,竞争优势体现在两个
层次上 ,一是市场占有的份额 ,如果一国在所有进行
国际贸易的各种产品中都占有很大的份额 ,则表明
该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是绝对的。不过 ,由于受
经济规模所限 ,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
国有限的资源使得各国必须选择自己有优势的产品
和产业 ,在这些产业上利用并发挥其优势。竞争优
势的第二个层次体现在一国有优势的产业结构上 ,

更一般地 ,我们看到的是一国的出口结构。如果一
国占出口份额较大的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 ,则
说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有利的地位 ;如果一
国占出口份额较大的是附加值低的产品和产业 ,则
说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从我国的
现实来看 ,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 ,此时在
国际分工中 ,不可能获得绝对有利的分工地位 ,但
是 ,随着我国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 ,在国际贸易中的
分工地位、我国产品的出口结构也将有一个较大的
转变。表 2 是韩国 1960-1988 年间出口产品结构
的变化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 ,在经济起飞之初 ,韩
国出口份额较大的产品是食物和天然原料 ,而当其
经济成功实现追赶的目标之后 ,韩国出口产品中份
额最大的变成了机械和运输设备 ,其次还有各种制
造业产品 ,包括混合的制造业产品和按材料分类的
制造业产品。很明显 ,1960 年韩国出口的优势在农
产品和资源上 ,而 1988 年已经转变为技术含量较高
的产品 ,其竞争优势有了较大的提高。出口结构的
变化反映了韩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 ,而韩国的情
况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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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中国也将不会例外。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逐步实现 ,我国对外贸易的

结构将不断发生变化 ,就像其他成功实现经济赶超
的国家一样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变化、竞争优
势的不断提高 ,是整个经济各个方面不断发展与进
步的综合体现。当我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工业化
基本完成的时候 ,我国的外贸竞争优势将得到很大
的提高。一方面在许多种产品的世界市场上 ,我国
将占有很大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国出口的结构将进
一步优化 ,我国将占有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品和产
业。可见 ,经济追赶的本质 ,决定了我国不能局限于
仅仅发挥比较优势 ,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
比较优势总是不同的 ,如果我国总是定位于发展中
国家的比较优势将没有办法进行经济赶超。我国应
该从更大的范围着眼 ,积极培育我国对外贸易的竞
争优势 ,在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竞争优势的同时 ,实
现整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表 2 　　韩国出口品结构及其变化
　　(1960-1988 年)( 单位 :% )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1. 食物类 29.6 16.1 7.9 11.9 6.6 3.7 3.9
2. 茶烟酒类 1.5 0.5 1.7 1.3 0.7 0.4 0.2
3. 天然原料 48.2 21.1 12.0 3.0 1.9 0.98 1.1
4. 无机燃料 3.3 1.1 1.0 2.1 0.3 3.14 0.9
5. 动植物油 0.6 0.1 0.0 0.0 0.07 0.01 0.0
6. 化学制品 1.2 0.2 1.4 1.5 4.3 3.09 3.1
7.按材料分类的制
造业产品 11.9 37.9 26.4 29.2 35.7 23.3 20.8

　木材制品 - 10.4 11.2 4.5 - - -
　纺织品 - 6.0 10.2 12.8 10.1 6.95 6.4
　非金属制品 - 1.6 0.8 2.1 1.3 0.31 0.2
　钢铁 - 7.3 1.6 4.6 8.9 4.24 5.1
　金属制品 - 1.3 1.5 2.4 1.5 2.71 1.0

8. 机械和运输设备 0.3 3.1 7.4 13.8 20.3 37.59 38.6
9.混合的制造业产
品 0.3 19.7 42.2 37.1 29.9 27.64 31.1

　服装 - 11.8 25.6 22.6 16.8 14.69 14.3
　鞋类 - 2.3 2.1 3.8 4.9 5.06 6.3
　混合制品 - 5.1 13.7 7.5 2.3 3.2 4.2
　假发 - 3.9 12.1 1.5 - - -

10. 其他 3.0 0.1 0.0 0.2 - - -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俞品根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
体制》,56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四)中国作为大国经济情况的多样性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 ,我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

集型产品 ,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转而出口资
本密集型产品 ,并沿此路径发展下去。不过 ,我国的
实际情况并不像模型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国是一个大
国 ,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差别比较大。由于统计方面
的原因 ,我国各省市资本总量的数据不容易得到 ,不
过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省市一年的资本积累 ,来了
解各省市的资本丰裕情况。由表 3 可以看出 ,从人均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看 ,在 2002年既有像上海这样
超过 14000 元人民币的省市 ,也有像贵州、广西、安

徽、甘肃这样只有 1700 余元人民币的省区市 ,差距非
常大。从我国各个省市的资本丰裕程度来看 ,上海、
北京、天津这样的地区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有
优势 ,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省市在资本密集型产
业中的优势也比较明显 ,其他资本积累比较少的省
市 ,它们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表 3 　　中国各个省市的人均
　　资本形成总额 (2002 年)

资本形成
总额 (千元)

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

(千元)
人口 (人)

人均资本
形成总额

(千元)

人均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

(千元)

北京 201002000 19131200014230000 14.125 13.444
天津 105517000 92665000 10070000 10.478 9.202
河北 266093000 22191700067350000 3.951 3.295
山西 91923000 85565000 32940000 2.791 2.598
内蒙古 84789000 71506000 23790000 3.564 3.006
辽宁 183554000 16275600042030000 4.367 3.872
吉林 89845000 82420000 26990000 3.329 3.054
黑龙江 132237000 11583400038130000 3.468 3.038
上海 240939000 23541000016250000 14.827 14.487
江苏 480867000 39942300073810000 6.515 5.412
浙江 346746000 32551300046470000 7.462 7.005
安徽 131030000 11334200063380000 2.067 1.788
福建 211958000 14434600034660000 6.115 4.165
江西 99928000 93180000 42220000 2.367 2.207
山东 494067000 42619400090820000 5.440 4.693
河南 254646000 20301600096130000 2.649 2.112
湖北 199477000 16997800059880000 3.331 2.839
湖南 157289000 13808900066290000 2.373 2.083
广东 415667000 38924900078590000 5.289 4.953
广西 87793000 84272000 48220000 1.821 1.748
海南 27599000 22368000 8 030000 3.437 2.786
重庆 99005000 93153000 31070000 3.187 2.998
四川 197668000 18192700086730000 2.279 2.098
贵州 64933000 66858000 38370000 1.692 1.742
云南 88749000 82974000 43330000 2.048 1.915
西藏 7 219000 6 863000 2 670000 2.704 2.570
陕西 110770000 10168700036740000 3.015 2.768
甘肃 53862000 46650000 25930000 2.077 1.799
青海 24584000 24400000 5 290000 4.647 4.612
宁夏 24522000 23083000 5 720000 4.287 4.035
新疆 86427000 85670000 19050000 4.537 4.497
　　注 :资本形成总额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
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 ,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
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
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产是
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 ,且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
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 ,不包括自然资产。可分为有形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包括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
备工器具购置 (减处置)价值 ,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
毛、娱乐用牲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包括矿藏的勘探、计算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得出 ,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03) ,7 、98 页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3。

从我国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特点出发 ,我
们认为 ,我国完全有可能同时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有竞争优势。相对于一些国家
来讲我国某些地区的劳动力是相对丰裕的 ,这些地
区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使得我国的劳动力密集
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 ;相对于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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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来讲我国某些地区的资本是相对丰裕的 ,这些地
区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使得我国的资本密集型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也赢得竞争优势。可见 ,将竞争优
势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政策与措施的出发点 ,希
望我国不仅获得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 ,同
时获得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
争优势 ,并不完全是逆比较优势的 ,各个地区其实都
是在其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应的竞争优势。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总量大、各地区差异大 ,使得我
国不必拘泥于简单模型的假设。人均资本量低的地
区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有优势 ,而人均资本量高
的地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上有优
势。从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来看 ,我国可以在不同
产品上都占有很大的份额 ,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三、提高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措施

创造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需要注意两个层面的
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提高各个出口产业的出口能
力 ,并最终形成本国更高的产品出口能力。在创造
各个产业竞争优势的时候 ,并不考虑产业政策 ,不对
各个产业的“优先”顺序进行排队 ,追求的是本国对
外贸易中各个产业普遍的竞争优势。第二个层面是
将创造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 ,对
于各种朝阳产业、高技术产业、有较大外部效应的产
业、有带动作用的产业进行扶持 ,使得这些产业在对
外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如果本国的出口产品集中
在这些“高层次”产业上 ,并且在这些产业的出口中
有竞争优势 ,就说明本国有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否则
说明本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不强。

首先 ,我国应该采取一些增加出口的措施。随
着我国加入 WTO,今后我国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必须
符合 WTO的相关协议和规定。促进净出口的措施
有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出口的增加 ,二是减少进口。
WTO严格限制政府的贸易保护和出口促进措施 ,不
过 ,WTO本身的一些协议和规定仍然为各种贸易措
施的实施创造了条件。比如 ,贸易救济措施是一个
较为有效的方法。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已
经成为各国正在采用的保护市场和促进出口的手
段。将这些贸易救济措施与其他方法联合运用 ,会
达到更好的效果 ,美国将对钢铁的保障措施与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联系起来就是一个例子。2002

年 3 月 ,美国政府借口外国产品的进口增长损害了
国内产业 ,提出为期 3 年的钢铁产品保障措施 ,对外
国进口的 10 类钢铁产品征收 8% ～30% 的额外关
税。各个钢材出口企业的经济利益受到了巨大损
失 ,并直接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相继采取对钢材的
保护措施。针对这一不合理的做法 ,包括中国在内
的一些国家在 WTO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对美国提
出了磋商的要求 ,在磋商未果的情况下 ,进入了争端
解决机制的专家小组程序。2003 年 7 月 11 日 WTO

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小组裁决美国对进口钢铁施加高
关税为非法 ,报告明确指出 ,美国为保护其钢铁业而
对来自有关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附加税的决定没有
确凿和充分的理由。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一
经公布 ,美国立即表示将继续上诉。这就意味着 ,虽
然美国败诉 ,但是其他国家依旧没有办法获得向美
国出口钢材的正当权利 ,只有当上诉机构最终裁定
美国的做法违反了 WTO相关协议和规定 ,才有可能
迫使美国放弃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或者寻求补偿。
事实上 ,结果也是如此 ,直到 2003 年 12 月 ,美国总
统才宣布终止保障措施。再如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
经被广泛应用。中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 ,出
口的产品常常由于没有办法达到对方国家的一些标
准而受到负面影响。从技术性贸易措施成为技术性
贸易壁垒的几个因素来看 ,不论是歧视性措施的制
定与实施 ,还是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的缺失 ,甚至由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而导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现
实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府作用的结果。有时
候 ,一国政府有意使某些技术措施成为贸易壁垒 ,有
时候是其某些技术措施在客观上成了其他国家对其
进行出口的贸易壁垒。我国在加强规避或应对别国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 ,也应该积极利用自己的优
势 ,逐步建立起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另外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制度空间值得注意。虽然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倾向非常明显 ,但是它依旧
为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留出了制度空间。利用这些
制度的“缝隙”,政府可以实施各种贸易保护和出口
促进政策 ,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其次 ,为了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结构 ,我国
应该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 ,对于各种朝阳产业、高技
术产业、有较大外部效应的产业、有带动作用的产业
应当进行扶持 ,使得这些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竞
争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通常是指 ,政府通过某种
干预手段改变或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某种战略行
为 ,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限度利益
的方向改进。一方面 ,我国可以通过战略性贸易政
策获得规模经济、打破发达国家的先行优势。对于
我国来说 ,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
下 ,我国即使达到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源禀赋结
构 ,因为自己是后来者 ,适合本国发展的资本技术密
集型产品的市场已为先行的发达国家厂商所垄断 ,

我国本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
来。要发展我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必须通过
某些方法抵消掉发达国家的先行优势 ,战略性贸易
政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 ,我
国应该发挥大国在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方面的天然
优势。作为一个大国 ,在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方面
有天然的优势。Gottschalk研究了国家规模、比较优
势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⑦他发现 ,如果两个国家的
要素比例一样 ,则市场规模对于该国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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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9 页) 在国际分工中生产何种产品有很大
的作用。如果是一个大国 ,虽然它在生产制造业产
品中只是稍稍有比较优势 ,它也将成为制造业产品
的净出口国 ;如果是一个小国 ,当它拥有与上面那个
大国同样的比较优势的时候 ,这个小国将是制造业
产品的净进口国。大国可以利用其大国的优势发展
在国际分工中更加有利的产业 ,不断提升产业结构 ,

提高本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能力 ,最终使得本国
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得到提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
国 ,我国应该利用自身在这方面的优势 ,通过战略性
贸易政策的使用不断提升我国的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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