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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进出口商品普遍存在着“买贵卖贱”的现象。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
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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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买贵卖贱”现象 
“买贵卖贱”，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我国出口商品总是比较便宜，而进口商品总是比
较贵；二是我国的某些商品净出口数量与国际价格相对水平变化之间存在规则性的反向关
系，即该种商品通常在国际价格较低时处于净出口国地位并出口较多（即越卖越贱，越贱
越卖），价格较高时处于净进口地位并进口较多（即越买越贵，越贵越买）。三是我国出
口商品的价格要低于进口同种商品的价格。这三种情况在我国一些重要进出口商品中普遍
存在。 
以钢材和汽车底盘为例，2005年，钢材和汽车的进口量分别为2404万吨和14万辆，出口
量分别为1870万吨和96万辆。其中钢材是净进口，而汽车底盘是净出口。但是如果从进出
口额来看，进口单价均大于出口单价。其中，钢材进、出口价格相差300多美元/万吨，而
汽车底盘的单价更是相差接近20倍（见表1）。 
表1：2005年钢材和汽车底盘的进出口数量及价格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http://www.customs.gov.cn  
除了上述两种商品外，我国还有一些商品在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出口单价却呈现下降趋
势，也有一些商品出口数量和出口单价都比上一年减少和降低。前者如棉纱线、玉米、手
持或车载无线电话，2005年这三种商品出口数量同比增长分别为8.9%、271.9%、5
6.0%，而它们的出口单价则分别比上一年分别降低了3.6%、8.7%、6.7%；后者如照相
机，2005年照相机的出口数量同比减少了18.4%，出口单价同比下降了29.4%。至于说
我国目前最典型的出口商品纺织品、服装和鞋帽，单价虽然没有下跌，但是价格也是低得
可怜。 
二、“买贵卖贱”原因分析 
首先，说明了我国目前是贸易大国。这些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
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已从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3
位，一些商品的进、出口数量已经直接左右它们世界市场价格。从进口来看，当预期中国
要大量进口某种商品，意味着国际市场上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增大，其价格自然就会上升，
因此，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买啥啥贵”；从出口来看，当预期中国要大量出口某种商
品，意味着国际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给量增大，其价格自然就会降低，因此，就出现了我
们所说的“卖啥啥便宜”。这些都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 
其次，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这种情况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众所周知，我国拥有
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以及技术已经成熟的
电子产品正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的产物。这些产品生产成本低、产量高、出口量大，它们
的出口价格低于世界同类产品的价格，也就是我们“卖得便宜”。而主要进口商品包括一



些高精密度的医疗设备、生物化工用品、电子产品、机械及零部件、航空飞行器等，它们
的质量和工艺优于国内的同类产品，并且拥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往往是我国急需使用但又
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无法自行生产，只能依赖进口，其价格自然比较高，因此我们“买得
贵”。 
再次，“品牌”因素也是一些进出口商品在价格上高进低出的原因之一。虽然我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出口名牌很少，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目前我国
有17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却少有世界水平的品牌。在2005年度《世界品牌
500强》中，美国有249个，法国有46个，日本有45个，而我国只有4个。另外，品牌价
值也很低。中国缺少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成为低质低价代名词。某些有品牌的也
是定牌生产或是加工贸易，只收低廉的加工费，没有自主开发的能力。国家知识产权局透
露，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
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 
最后，国内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国内销售赊销风险大也是造成我国出口商品价格走低的
因素之一。我国许多行业缺乏规范性，为了实现出口创汇，不惜牺牲血本竞相压价，这种
无序的竞争极大地损坏了行业的正常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出口商品的价格始终上不
去。同时，在国内销售许多企业要承受更大的资金成本的风险，账面上有不错的销售业
绩，但大部分都是采用赊销的方式，资金回笼慢，周转困难，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但
是出口就不一样了，虽然利润低一点，但只要货到就可以立刻拿到货款，因此这也是许多
商家宁愿少赚一点也要选择出口的原因。至于进口，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无序竞争的问
题。特别表现在一些原料（如铁矿）的进口方面。 
此外，我国国内对进口商品旺盛的需求也是造成进口商品价格高昂的原因。由于近些年来
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内需求不断扩大，进口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使我国进口不断
增加。同时由于我国经济政策的激励，外商在华投资明显增加，许多外资企业偏向于进口
本国的原材料进行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进口量，需求的刺激也是导致进口产品价格
高昂的原因之一。 
三、应对“买贵卖贱”的若干建议 
“买贵卖贱”现象，反映了我国目前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的事实。虽然
进出口额年年增长，但是实际获得的收益并不太大。一方面“赔钱出口”，另一方面“舍
命进口”，不仅让我国企业做“亏本生意”，而且在国际上还背负着“对外倾销”的骂
名。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一是要加强对进、出口数量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原油、铁矿石等大宗资源性
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制定出本年度和未来几年的进出口发展战略，转变目前只注重数
量，不注重质量，只创汇不创利的粗放型贸易模式，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国内
市场的混乱和无序竞争是我国“买贵卖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
必须制定出合适的进出口发展战略，加强对商品特别是对大宗商品的进出口数量的控制和
管理，在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是要加强行业协会或企业联合会的作用，尽快启动原油、氧化铝、铜精矿等商品联合对
外谈判机制，增加对外贸易谈判的话语权。中国企业间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竞相压
价，争夺资源，让外商有利可图。因此急需要一个能把同业中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组织
起来的行业组织，让企业一致对外，通过“联合谈判”，增加国际市场价格谈判的话语
权。在国外有很多这样成功的例子，如美国联邦国际贸易委员会（PITA），该协会利用网
络可以提供40万个公司的情况，为会员开拓国外市场，协调贸易争端，组织会员间的交流
活动，推动技术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 
三是要增强创新能力和科研力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和服
务的质量，打破一些国外厂商在核心技术上的垄断。当今的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化
为知识战、科技战，拥有自己的专利、知识产权、领先技术，产品的质量好，科技含量
高，才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较高的真正表现。所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增强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变“中国
制造”为“中国创造”，将是解决某些产品的“买贵卖贱”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是要大力培育中国“品牌”。品牌在一定程度上是商品质量和企业乃至国家信誉的保
证，没有好的品牌，商品质量再好，也卖不到很高的价格，无法得到国外消费者的认可。
以纺织品为例，我国是世界纺织品出口的第三大国，但基本上都是廉价出口，因为中国服
装业没有在世界上响当当的品牌。因此，大力培育优秀的国际品牌，是中国各行业各企业
发展任重道远的任务和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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