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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战略需要根本性转变 

作者:李安方 时间:2005-5-25 22:09:21 阅读:214

 

     【内容提要】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

上继美、德之后的第三贸易大国。但由于中国的外贸长期维持粗放式的增长方

式，虽然贸易数额巨大，但贸易结构和创利能力不尽合理，特别是在中国进入

全面对外开放新阶段之后，中国传统对外贸易战略潜在矛盾和问题也在随着中

国贸易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显现出来。在新的开放时期，有必要修正本国的贸易

政策和贸易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继美、

德之后的第三贸易大国。持续增长的外贸出口与投资、消费一起成为拉动中

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贸易不仅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

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外贸增长在极大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增

长作出巨大的贡献。据商务部统计，从1990年至2004年，中国的累计进口额

高达2.8万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世界进口平均增速10多个百分点。在2003

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7%，对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为11.3%，居

世界第1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也认为，中国

与美国一起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之一。 

        但是，由于中国的外贸长期维持粗放式的增长方式，虽然贸易数额巨

大，但贸易结构和创利能力不尽合理，特别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新阶

段之后，中国传统对外贸易战略潜在矛盾和问题也在随着中国贸易地位的上

升而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在新的开放时期，有必要修正本国的贸易政策和

贸易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贸易结构的失调 

        从贸易结构上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大幅增长，但是由于

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使得贸易对国民财富增长

的贡献比较有限。根据国际经验，采取来料加工的方式的加工贸易，国家从

国际贸易中实得外汇收入平均约为贸易额的20%，而国民从加工贸易中获得

的收益则更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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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出口产品中，虽然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年增加，但

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依然很低。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在

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的比例仅为27.9%，而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中

还绝大部分使用国外的核心零部件或者关键性技术。另外，中国出口的大部

分产品都是由三资企业完成的。据统计，在200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出口

中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在三资企业出口中，很大一部分

是为国际知名厂商的贴牌生产，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大部分利润都由

外商赚去了。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停留在“以外商为主”阶段，需要根据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转换。 

        重商主义的“出口创汇” 

        中国传统贸易战略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在这一原则的

指导下，中国的外贸长期维持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状态。在贸易规模不

断增大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外贸出口增长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从20世

纪80年代以来，努力扩大出口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扩

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

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

年保持比中国GDP增长高出一倍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

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在长期内是无法维持的。一方面，鼓励出口的优

惠政策扭曲了国内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

退税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

也会使一国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本国的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

影响。 

        粗放式出口导致国际贸易摩擦 

        大规模的商品出口还会引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摩擦。近年来，世界各国

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件不断增多。据WTO统计，1995~2003年，中国

遭受其他WTO成员的反倾销立案调查次数为356件，占WTO成员反倾销案件

总数的14.7%，最终遭受反倾销制裁的案件254起，占WTO反倾销总量的

16.8%。 

从时间上看，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次数逐年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

每年立案6.5起，20世纪90年代前期平均每年立案31.8起，20世纪90年代后

半期平均每年立案37.6起，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2001~2003年中国被反倾

销立案数分别为55起、51起和47起，2004年上半年，其他WTO成员针对中

国的反倾销立案数为23起，位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产品成为世界各国的反倾销调查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

的价格偏低。这与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外贸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中国出口商

品大多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由于中国劳动力

价格便宜，中国的出口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一味压低价格，造成中国出口产品

长期处于增量不增价的局面，产品的升级换代缓慢，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



商品大量存在于国际市场，一方面引起国内厂商的恶性竞争，无法体现中国

劳动力的正常价值，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倾销的感觉，引发国际经济摩擦。

特别是在世界不少国家目前还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中国商品在国际反倾销调查中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要破解与外部世界

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难题，中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改变传统以

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问题。 

        树立新开放观，实现外贸战略根本性转变 

        首先，在新的全面开放条件下，中国外贸要摒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

大出口的传统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之

路，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同时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

出口鼓励政策，从出口创汇型的指导政策向出口创利和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

外贸指导政策转变。 

        其次，中国要加速由低效、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向高效高附加值的出

口战略转变，特别是防止本国企业为了争夺国际市场，恶性价格竞争，既引

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商品的歧视，也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造成不必要的国

际贸易摩擦和利益损失。 

        第三，中国要积极探索并尽快建立绿色贸易制度，在实施外贸出口战略

转变中要尽快构建“资源节约型”出口结构，减少污染性产品生产出口，促

进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要改变传统的重商主义的出口创汇思想，在重视外贸出口增长的

同时，适应扩大中国的进口规模。特别是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庞大的

情况下，适当地扩大进口不仅能够缓解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

时也能提升本国国民的福利，并有利于中国外贸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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