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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面临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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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加工贸易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保持数量增长的同时，切实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及时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已非常迫

切。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加工贸易研讨会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工贸易发展的机遇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完善政策、创新管理方式，在保持数量增

长的同时，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及时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说，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所赖以发展的优势条件如廉价劳动力、优惠的引资政策等已受到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挑战，有

的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比我国还要优惠，劳动力价格比我国还低。面对这些新形势，我国将采取提升加工贸易水平的方式来应对。 

金志刚、龚震提出，加工贸易企业加工增值含量的不断降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制约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

级，也给海关带来了一定风险：1、加工增值含量的降低将影响我国外资企业生根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2、加工增值含量降低

可能引起国家税收与外汇的流失，给海关监管带来风险。加工增值含量降低将导致企业违规现象增多，给海关监管带来风险。4、加工增值含量“倒

挂”时，将加大海关对加工贸易手册核销的难度. 

张旭宏认为，加工贸易面临现实的挑战：1、管理政策不配套的挑战；2、世贸组织规则的挑战；3、出口税源萎缩的挑战；4、低水平加工能力

过剩的挑战；5、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的挑战。6、境外加工贸易发展的挑战。一是对境外加工贸易认识不足。二是国家的相关政策尚未配套。三是产

业发展不均衡，拥有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行业领域少。四是信息不对称，我国企业对国外有关政策、法律和投资环境知之甚少. 

      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也指出，当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主体结构不够合理，国有和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偏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赋予这类企业平

等的竞争机会和地位，形成有利于企业利用机遇的政策和体制环境；要在技术服务、市场开发、信息咨询、人员培训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要加大对高

新技术产品技改和研发等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强自有品牌、自有技术产品的开发能力，提高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加工贸易发展中的主导权。。 

      于广洲具体指出将重点开展的几项工作：要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

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要增强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出口商品国产化率，以加工贸易带动我国产品出口；要改进和

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分类制度，建立企业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维护加工贸易经营秩序；要动态调整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

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要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强加工贸易的法制化建设，创造公平和可预见性的政策环境。 

魏建国提出，实现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需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

化。二是与区域结构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加工贸易，在振兴东北地区抢救无效老工业基地中重视发挥加工贸易的作用。三

是与提高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的关系，吸引外资加快向有条件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 

      金志刚、龚震建议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监管：１、理性地看待加工增值含量降低问题；2、完善监管机制，抵御监管风险；3、完善风险管理机

制，对企业出现加工增值含量降低的情况能够及时准确地作出反应，进而进行客观分析；4、完善保税料件内销补税审价机制，防止国家税收流失；

5、完善法律法规，对恶意违规企业加大打击力度。 

      张旭宏提出，加工贸易亟待完善的政策选择 ：1、加强和改善加工贸易的审批管理。2、科学规范加工贸易企业的分类管理。3、优化加工贸易产

业结构促进良性发展。4、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5、减少加工贸易内销对国内产业的冲击。6、发展出口加工区，规范加工贸易管理。

7、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管理体制。8、建立完善的加工贸易政策促进体系。9、积极推进我国境外加工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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