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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的技术结构 

樊纲 关志雄 姚枝仲（国际贸易研究室） 

    在讨论中国的贸易结构时，贸易品的附加值是一个经常被涉及的问题。较普遍的认识是中国的出口品主要是低附加值

产品。即使在贸易分类统计中可以看到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据了很大比例，中国在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也被认

为主要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阶段。诚然，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贸易品的技术

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从以原料为主的出口国转变为了以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国，同时，制成品的技术层次和技

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但是，中国贸易品的技术结构或者附加值

结构到底总体上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与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一种什么地位?中国到底出口了多少真正

的高技术产品?现有的关于高新技术的贸易统计和各种贸易品的分类统计还不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依据“显示技术

附加值”的赋值原理给每一个贸易品赋予一个表示其技术水平高低的指数。利用这一指数可以很方便地回答上述问题。 

    一、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 

    ......

    二、中国贸易品的技术分布 

    ......

    三、中国贸易品的总体技术高度 

    ......

    四、中国到底出口了多少高技术产品 

    ......

    五、中国与其它经济体的竞争互补关系 

    ......

    六、主要结论 

    中国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到了以出口中等技术附加值为主的出口结构，而进口仍然以中高技术产品为

主。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所增加，但高技术产品还没有成为中国出口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不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

成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口品技术高度虽然有一定提高，但是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也没有达到美国和日本的进

口品技术高度。另外，从对外贸易关系来看，那种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在中低技术水平上会受到东盟的较大竞争压力，在中



高技术水平上会受到美日韩较大竞争压力的观点并不准确。事实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竞争压力都不够大。欧盟才是中国

在中高技术领域的真正的竞争者。尤其是，欧盟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 中国对欧盟没有构成多大的竞争压

力。这对于正处于向中高技术领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尤其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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