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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竞争力导向取代“出口导向” 

国际贸易研究室  倪月菊 

    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竞争力，这是贸易由“大”转“强”的必经之路。 

    中国传统贸易战略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的外贸长期维持粗放式增长，虽然贸易数额巨大，但

贸易结构和创利能力不尽合理，外贸战略潜在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出口导向”潜藏矛盾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坚持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出口导向”战略。这种“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导向在上个世纪90年

代确实取得了成功，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外贸从“逆差阶段”转变到“顺差阶段”。 

    然而，随着外贸形势的发展，国际环境的改变，原有的“出口导向”战略已经显示出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严重地影

响着我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 

    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

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从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4年的93．2％。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

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但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依然很低。据海关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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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机电产品的出口

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世界加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出口

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表现在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5．3％。众所周知，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链短，所得不过是一点微

薄的加工费而已。比如进口100美元的原料，经过加工后产品以150美元出口，一进一出被海关统计为250美元，但国家实

际才得到50美元的实惠。这反映出我国是产品出口大国，却是世界名牌小国的现实。 

    以高技术产品为例，加工贸易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8．6％，这与世界贸易强国一般贸易出口比重

大于加工贸易出口的情况大相径庭。表明真正利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生产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还很低，绝

大部分由我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实际上只是在我国加工组装的外国商品，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

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所以目前我国还算不上“世界工厂”，

只能说是“世界加工厂”。 



    从我国出口主体类型看，私营企业出口增长速度最快，但外资企业的出口所占的比重仍然最高。我国出口的主力军仍

然是外资企业，其对我国出口增量的贡献度已经由“九五”期间的47％上升到2001年的81．7％。2004年外资企业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上升到87.3％。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虽然已是出口大国，但出口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在出口量上可

与发达国家相比，而在出口产品结构上却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构。中国按目前的出口产品结构继续扩大出口，可能引发以

下不利结果：一方面，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而我国低附加值产品独特性低，抗危机能力差，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强，关键时

刻难以起到稳定出口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是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这些产业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成本低，市场容易进入。从而也很容易引起投资过剩，投资过剩又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最后导致

供给过剩，供给过剩就必然会出现恶性竞争。无序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遭遇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同时，进一步降低低

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造成外贸出口“丰产不丰收”，即出口额增长引起出口效益下降。 

    从出口额转向竞争力 

    新时期的外贸发展战略，应同时涵盖出口和进口。中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出口创汇为首要

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问题，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生产率、促进国际竞争力持续的

贸易导向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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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之所以转向外向型经济增长，是因为看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成

功经验。如今，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国有着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为广阔的国内

市场，因此，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片面的。应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

上，扩大内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内外兼顾的经济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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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重视外贸出口增长的同时，适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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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进而实现赶超。扩大进口也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

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这对中国的长远、无形利

益，远比看得见的眼前收益大得多。 

    第三，调整出口市场战略和布局，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提高区域内部的贸易比重，从而减少对单一市场

的过分依赖，从而减少双边贸易带来的摩擦。 

    

    在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已被视为同WTO多边贸易主义同样重要的贸易政策，即国际贸易体制

已经形成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共存的局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美国之所以积极提倡区域贸易，是因为美国政府看

到，美国未来的出口及经济增长必须依靠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成长及美国在这些地区商务的拓展，从而确保在这些新兴

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以带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组建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获得静态贸易效果，还能通过区域内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缓和限制进而提高竞争力等，达到

更大的动态收益。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前，加拿大的葡萄酒业因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的排挤趋向衰落，

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由于在区内出口增加，不仅扭转了衰败之势，而且又兴旺起来。 



    第四，努力开拓“新兴市场”。开拓新兴市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贸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在1993年9月宣布

制定美国第一个出口战略，该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新兴市场”战略。这里所指的新兴市场是美国政府遴选出将导致未来

世界进口量以压倒之势增长的十大潜在市场，认为美国在这些市场中有着巨大的经济利害关系。1990-2010年新兴大市场

在美国增加的出口增长额中至少达到10000亿美元。在今后的20年中，这些新兴市场的进口将占全球进口的l／4。美国政

府正努力抓住这一机遇，采取措施，提高美国商品与服务在这些市场中的占有率，以使这些新兴市场成为美国未来经济增

长的动力。韩国政府为了克服贸易中的困难，在目前召开的经济对策会议上决定，主动地开辟新兴市场，把过去主要针对

美日市场的出口战略，转变为攻占“缝隙市场”。因此，为了使我国的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减少在

世界市场上的风险，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应该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贸易政策。 

    第五，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提高科技含量。这是我国外贸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的最有效措施。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应在提高产品附加值、改进包装装潢、上档次创名牌方面多下工夫，要从物美价廉走向

物美价格适中。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在我国优势领域培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强、附加值高、出口

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和企业，初步完成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由以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为主向高新技术产品为

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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