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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浙两省外贸发展模式比较  

作者/来源：彭春华  

对外贸易直接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不同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在面对由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外部风险时，抵抗

能力有所不同。通过比较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外贸模式，分析金融危机以来两省的外贸表现，总结区域外贸发展

模式的优劣，可以为区域外贸发展提供思路。 

        一、广东和浙江外贸发展模式比较 

     地区经济发展在主客观条件的约束下，会形成特定的模式。广东和浙江同属于我国外贸大省，但两省的外贸

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别。 

     （一）外贸主体上，广东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广东与浙江的外贸主体结构差别很

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启动是港资出于产业转移，此后其他外资逐步进入，因此，外商投资主体在外

贸中扮演重要角色。民营企业发展之初主要围绕外资企业进行配套生产，此后虽然民营企业的外贸份额逐步增

加，但外商投资主体仍占据外贸主要份额。2008年，广东外贸出口总额上，国有企业占15.0%，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占63.3%，其他企业占21.7%。与广东不同，民营企业在浙江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民营企业

国内外两个市场并举，在浙江的对外贸易中也是居于主导地位。浙江外贸出口总额上，国有企业占12.9%，外商

直接投资企业占35.2%，其他企业占51.7%。其中，私营企业更是占了当年出口总额的43.7%。 

   （二）外贸方式上，广东的加工贸易比重较高，浙江的一般贸易占有重要位置。2008年，广东出口总额中一般

贸易占28.8%，加工贸易占64.7%；进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占29.5%，加工贸易占55.8%。浙江出口总额中一般贸

易占79.0%，加工贸易占20.0%；进口总额中，一般贸易占60.5%，加工贸易占26.4%。广东与浙江对外贸易方式

差异源于各自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广东的经济发展是较为典型的外资拉动型，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也控制

了外贸主渠道，“两头在外”的模式一直是外贸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比重保持较高水平。虽然本土企业通过

为外资企业加工配套等形式实现发展，但一般贸易一直居于从属地位。浙江的经济发展则主要通过本土企业实

现，本土企业拥有自有品牌和市场，对外贸易上以我为主，因此一般贸易在浙江的外贸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工

贸易相对次要。 

     （三）广东外贸产品结构层次高于浙江。2008年，广东出口额中，机电产品占70.2%，高新技术产品占

36.8%；进口额中，机电产品占62.3%，高新技术产品占44.5%。浙江出口额中，机电产品占44.1%，高新技术产

品占6.9%，进口额中，机电产品占26.4%。显然，广东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中，机电产品所占比重远高于浙江，在

高新技术产品上的表现也相近。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广东已开始从传统的轻纺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开始向

制造业为主转变，浙江的出口产品仍以传统产业为主。 

     （四）广东外贸市场结构相对均衡。广东和浙江的外贸市场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欧盟、美国、东盟、日本、

韩国、香港都是广东和浙江的主要对外贸易市场地，但在内部市场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以2008年为例，剔

除香港的特殊因素外，广东外贸市场地结构较为均衡，各个市场地份额比重较为均匀。而浙江的外贸市场明显

偏重于欧盟，且各个市场地份额间的比重落差大。 

  2008年广东与浙江主要对外贸易市场地占各自外贸总额比重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信息网和浙江统计信息网，经整理） 

    二、外部风险冲击下的表现 

    2008年，广东和浙江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为6832.61亿美元和2111.5亿美元，年增长分别为7.8%和19.4%。其中，

广东省出口4040.97亿美元，增长9.4%，进口2791.64亿美元，增长5.4%；浙江省进口568.6亿美元，增长17%，出

口1542.9亿美元，增长20.3%。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008年的11月和12月才逐步显现，所以上述数据并没有反

映出两省外贸在外部风险冲击下的变化。广东和浙江两地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同时在2008年11月开始录

得负增长，但是广东与浙江的外贸表现还有所不同。与上年同期相比，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出口总额，两

省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2009年1-5月累计，浙江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5%，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2%；广东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8%，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5%。广东外贸整体形势表现弱于浙江，但出口

上略优于浙江  

 

          2009年1-5月广东和浙江进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信息网和浙江统计信息网，经整理） 

      2009年1-5月，广东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06个，同比下降49.2%，浙江为456个，同比下降32.2%；合同利



用外资累计上，广东为587980万美元，同比下降57.2%，浙江为382942万美元，同比下降27.5%；实际利用外资

累计上，广东为764903万美元，同比下降5.2%，浙江为369010万美元，同比下降14.3%。项目数上，广东同比下

降幅度比浙江大，其主要原因是广东自2009年开始调整引资政策，提高外资资金额进入门槛。合同利用外资方

面，广东同样弱于浙江，但在实际利用外资上，广东表现出较好的状态。 

       至2009年5月底，浙江出口总额累计为476.4亿美元，同比累计减少19.2%。其中国有企业减少30.6%，外商直

接投资企业减少23%，集体企业减少33.5%，私营企业减少9.4%。同期，广东出口总额累计为1253.90亿美元，同

比减少18.5%。其中国有企业减少27.0%，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减少22.0%，集体企业减少11.6%，私营企业增长

2.0%。两省在出口累计总额、国有企业出口累计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累计总额的降幅差别不大，但集

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累计数上，广东明显好于浙江。浙江集体企业出口累计减少幅度比广东高21.9个百分

点，私营企业累计减少幅度比广东高11.4个百分点，且广东的私营企业出口总额累计为正增长。 

    从1-5月每个月的同比数据对比看，也可以看到广东各出口主体的抗风险能力高于浙江（见表1）。国有企业出

口额同比增长率上，广东下降幅度相对稳定，浙江则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而且降幅要大于广东。外商投资企业

上，两省的出口额同比减少幅度逐步趋同。集体企业出口能力是两省间的最大差异所在。浙江集体企业的同比

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为49.2%，最少也达到25.9%，基本保持在30%左右的同比减幅，广东的集体企业最大同比

降幅仅为17.5%，基本保持在10%左右。在私营企业的同比出口增长率上，广东整体也好于浙江。5个月中，浙江

和广东都只有2个月的同比增长率为正，但广东也高于浙江的最高同比增长率。 

    总体上，广东的外贸态势好于浙江。从进出口表现情况看，广东弱于浙江，但出口上广东好于浙江，结合外

商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分析，2009年前5个月，广东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实际利用外资仍基本保持与去年同等水

平，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进口起着重要的作用。再从广东和浙江的出口主体前5个月的情况看，无论是集

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广东前5个月的同比增长率的表现都好于浙江。  

                         表1：2009年1-5月 

  浙江和广东不同市场主体出口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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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区域外贸发展模式选择 

          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选择合理的外贸发展模式，才能充分利

用外部市场机会并有效防范风险，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通过对广东与浙江两地对抗金融危机影响能力比

较，笔者认为选择外贸发展模式应注重如下几点： 

          （一）全面开放，形成相对均衡的外贸市场地结构。广东主要外贸市场地分布较为均衡，剔除香港作为转

口贸易这一特殊角色外，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市场地占广东外贸额比重并不特别悬殊，代表

发展中国家市场地的东盟也进入广东对外贸易市场地的第四位，且所占比重只是略低于上述三个市场地。浙江

的外贸市场地形成欧盟一家独大的格局。以2008年为例，浙江第一出口市场地欧盟占其当年出口总额的27.6%，

居第二位的美国仅占17.2%；广东第一、二出口市场地美国和欧盟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19.1%和15.9%。广东这种

相对均衡的外贸市场地结构可有效分散市场风险，减弱外部市场带来的冲击。浙江这种高度集中于某一市场地

的外贸出口市场地结构，在主要市场地出现经济危机时，自身的出口必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影响出口的稳

定性。结构合理的外贸市场地可以避免局部外部市场风险，即使发生系统性外部市场风险，也可以有效减弱冲

击。 

          （二）积极利用国际分工，进入国际主流产业链。广东是利用国际资本开展国际贸易的典型，民营企业则

在浙江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广东和浙江的外资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能力都同样削

弱，但广东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则表现比浙江的优秀，这是因为两地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

途径有所不同。浙江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较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国际贸易，广东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国

际贸易是先依托当地的外资投资企业进行，逐步形成自身的贸易渠道，成为国际分工的一部分并进入国际主导

产业链。简而言之，广东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了国际贸易的主流，而浙江的仍处于外围，因此，市场地出

现经济波动时，浙江这类外围者首先受到冲击，进入主流的广东企业出口所受影响较小。因此，外贸发展不仅

要利用国际产业分工，更要争取进入国际产业主流产业链。 

          （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两种外贸发展战略的利用不是绝对的，市场是变化

的，比较优势也是动态的。促进对外贸易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战略。广东的外贸以出口导向开始，外资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国有企业 
浙江 -20 -46.1 -23 -32.9 -35.1

广东 -27.1 -26.5 -25.9 -25.3 -29.6

外商直接

投资企业 

浙江 -19.3 -33.6 -16.9 -23.3 -24.4

广东 -28 -16.8 -18.9 -20.3 -24.9

集体企业 
浙江 -25.9 -49.2 -26.9 -32.5 -37.1

广东 -17 2.4 -13 -17.5 -8.4

私营企业 
浙江 3.1 -37.7 7.8 -9 -16.2

广东 -5.6 -11.8 17.6 9.3 -2.2



投资企业在广东的外贸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但进入新世纪后，广东开始提倡自主创新，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进

步对进口产品进行替代，逐步提高出口产品的国产化率。浙江则较为倾向于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以民营企

业为主体的外贸，充分发挥了本土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同发展途径的结果是，广东比浙江更多利用

了国际技术和市场渠道，从而获得比浙江更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促进企业规模经营，提高产品结构层次。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具有灵活性，但在抵御外部风险

时，小企业显示出天性的不足。虽然广东民营企业的外贸整体表现优于浙江的，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型民营

企业倒闭，在面对外部风险冲击时，中小型企业的资金维持能力最弱。产品结构层次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

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企业不仅抵御市场波动，更能充分利用机遇实现发展。 

     

 

       （作者：广东省委党校省情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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