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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趋势分析(柴海涛；2004年8月3日)

文章作者：柴海涛

  今年进出口贸易运行的主要特点  

  1、进出口贸易持续、高速、超预期增长。近几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的发展总是超过人们预期。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5100亿美元

左右，2002年猛增20％以上，达到6200亿美元。2003年全年增长了37％，进出口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净增数2300多亿美元，比2002年

翻一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进入第四位，进口则成为第三大国。1月至6月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趋势没有减

缓，增势甚至超过去年。特别是今年6月份，进出口高达992亿美元，刷新月度历史记录。出口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505亿美元，进口

额487亿美元。  

  2、上半年外贸出现了10年未见的逆差，但逆差正在逐步缩小，预计全年仍是小幅顺差局面。与去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45亿美元相

比，今年头四个月进出口贸易出现连续逆差，高达107亿美元，为1993年以来之最。这种情况从5月份开始反转，获得了月平均近20亿美元

的两个月顺差，因此将半年逆差额降至68.2亿美元。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高位运行，部分行业投资延续了去年高增长的

趋势，引起资源类初级产品如矿产、钢材、能源、重化工产品，以及制造设备等进口需求的高度旺盛；年初政府对粮食、资源性和高能耗、

高污染的产品出口采取了一定调控措施，出口下降，而对进口调控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受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扬的影响，致使

我国一般贸易特别是资源类产品的逆差大幅增加；跨国公司将制造业加工装配环节向中国加速转移的同时，产生了大量中间品的进口。从二

季度末开始，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全年进出口出现逆差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预计下半年将保持顺差势头，到年底会有

一个基本平衡、适量顺差的结果。  

  3、制造业为基础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速高于一般贸易，进一步强化了外资与外贸的关联度。1—6月，加工贸易累计进出口2422.62亿美

元，增长39.4％。其中出口1423.5亿美元，增长37.8％，占出口总值的55.2％，进口999.1亿美元，增长41.8％，占进口总值的37.2％。

加工贸易的进出口以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特点，使得外资与外贸之间的关联度日趋紧密，利用外资的规模和程度对进出口贸易的数量、金

额和产品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影响程度日甚。今年头5个月，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2406亿美元，已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左右，其

中66.4％属于加工贸易。  

  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的推动力  

  第一，世界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给我国进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在去年快速复苏的基

础上，今年维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上半年美国GDP保持了4％以上的增长率，预计全年可增长4.6％。进出口贸易增长也在加快，进口商品

数量增多。欧元区今年终于出现了稳定的增长势头，二季度也保持了同样趋势。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进出口贸易活跃。世界经济好转

和国际贸易回升为中国出口提供了良好的需求环境和机遇。  

  第二，巨大的生产能力与国内消费市场不足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在纺织、轻工、家电、信息、通信产品

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耐用或非耐用消费品领域，我国的产能与国内消费市场容量差距巨大，只有到国际市场上寻求出路。目前，我国纺织服

装出口量约占全球市场的40％；空调、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产品出口依存度在40％—50％之间；DVD产量近9000万台，国内只

能消费1400万台，出口依存度竟达80％以上。其他产品如鞋类、电风扇、照相机、移动电话、计算机、摩托车等轻工机电产品，情况大体

类似。  

  第三，外资大量进入成为我国进出口大幅度增加的关键性变量。外资的进入使得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成长迅速，从而使我国良好的基础设

施、完备的产业部门和劳动力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外资向我国制造业集中使其日益融入全球生产制造分工体系，产品出现大规模跨国流动，

成为世界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例如全球信息技术100强中90％到中国投资，迅速扩大了我国机电和高新技术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全球第

三大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制造基地。  

  第四，政策放宽使私营企业迅速进入外贸领域，成为促进出口的新生力量。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419亿美元，同比增长75.7％，高

于全国平均增速一倍以上，占总出口的比重迅速提升至16.2％。预计私营企业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还将继续扩大。  

  第五，出口退税新政策的成功实施带动了企业增加出口的积极性。1至6月全国累计退税2433.7亿元，困扰多年的出口退税拖欠问题得

到解决，企业回笼了大量资金，大大缓解了经营压力，促进了出口的积极性。  

  针对新形势研究采取新对策  

  第一，外部贸易环境不平衡，贸易摩擦大幅度增加。不平衡的贸易格局导致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居高不下。上半年国外对我

国出口商品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共26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在新的贸易规则下开展竞争与博弈。世贸组织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磋商机

制，虽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强制性的国际法框架体系，但其“实施细则”往往取决于各国的国内法。因此，我们应在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磋商和

谈判机制的基础上，加快自身立法，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在外贸基本法的原则确定后，如何利用新规则，制定相

关法律法规体系和贸易管理制度，深化改革，创造公平贸易环境，保护自己，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第二，低价格、高物耗、数量扩张的出口模式未能根本改观。粗放型的增长是近年和未来一段时间阻碍我们提升出口竞争力的严重桎

梏，主要表现为产品消耗大量资源，缺少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单纯依靠低价竞争等方面。应该看到，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出口产品还

将主要依靠数量增长和加工贸易的方式提升竞争力，这是我国走向成熟工业化国家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使在现有发展模式下，中国外贸

的高速增长的态势还会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重视并着手提升出口质量是未来的事情。应鼓励跨国公司把高技术、高增值的

加工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并给予必要的政策优惠和支持；帮助国内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新材料和高科技产业，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培育自有品牌，掌握核心技术，拓展全球销售渠道，使企业走出国门，做大做强。 



  第三，许多出口产品对各类国际标准不适应。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往往在新技术标准、环保标准、设备标准面前止步。不可否认，当前众

多针对国际贸易产品的标准背后的确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对此我国企业应冷静判断，从通行国际惯例思考问题。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能

适应或者不愿意去适应，结果只能严重削弱自己竞争力甚至退出国际市场。在我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广大企业要主动适应国际

标准，在全球采购和生产的国际大循环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文章出处：《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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