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对策 

文/陈 梅 

   一、国际贸易的几大重要发展趋势 
   1、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改变，知识密集型商品将成为主要交易对象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产业结构中新科技的使用比重将大大提高，经济中心将由工业经
济时代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服务业转移；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商品
成为主要交易对象。 
   2、服务贸易高速发展，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正以高于商品贸易的速度增长，据WTO的统计，1990年——1997
年间国际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8%，高于同期世界货物贸易的增长率。2004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
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随着高科技的普及应用和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必
然会进一步提高。 
   3、贸易壁垒“绿色”化，国际贸易产品环保化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增强了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对人类健康无害的绿色
产品的需求量明显上升。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制定的绿色标准高得惊
人，远远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水平，以至于很难越过这些技术门槛。 
   4、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高新技术的主要开发者和技术贸易的主要交易者，据《商业周刊》2000年
在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疯狂暴涨时的一次统计，美国微软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
值。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主体力量，由其推动和引领的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已成为经
济全球化发展的核心力量。 
   二、我国在国际贸易新趋势下的战略对策 
   1、加大科技投入与创新，提高外贸的国际竞争力 
   科技的进步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因素，也是我国对外贸易能否在
知识经济时代制胜的关键。我国应加大科技投入，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快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和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要素  
   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各国的经济竞争进一步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竞争，而决定一国服务贸
易比较优势的根本性因素在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取决于教育普及程度和
专门技能的培训水平。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接受正规教育的劳动力稀缺，这成为影响经济长足发
展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国应积极拓展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本要素，加大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开
发。 
   3、提高产品质量，做到以质取胜 
   目前，发达国家频繁的使用绿色壁垒，要求越来越高，增加了我国出口贸易的障碍和引进外
资与先进技术的难度，面临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因而政府应提高重视绿色壁垒，研究出台相关
措施；企业应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从技术和制度上保证产品的品质，以质取胜，同时加强研
究国外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也才能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
冲破绿色壁垒，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4、进一步加快贸易法律建设，合理利用WTO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发达国家将会继续在人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问题上对中
国施压，与中国产业结构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更频繁地提出贸易诉讼。为此，中国应尽快掌握相
关规则并培养专业人才，学会在WTO的体制框架下取得法律保护；还应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
过程中去。 
   5、培养跨国公司，积极开展跨国经营 
   跨国公司是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的贸易主体，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能力。我国企业对外
进行跨国经营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的跨国公司在数量、质量、经营规模与国际地位
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应转变传统行业的单一产品生产框架，涉足新的领域开展多种
经营，积极参加跨行业的竞争，努力开展跨国、跨地区经营；政府应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培育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支持其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发展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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