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贸易摩擦原因及解决方略 

文/崔 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贸易纠纷。2003年中国企业遭
遇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已居世界第一。贸易摩擦表现为数量多、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
多、摩擦从微观贸易领域向宏观经济层面过渡的新特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
摩擦的高发期,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并且积极面对。 

 一、我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贸易摩擦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同时也与近期世界经济低

迷，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当然也不排除国外对华的某些歧视性待遇和作法（如
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措施等），我在这里仅从我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容易引致摩擦的原因进行分析。 

 1、外贸依存度迅速增长，出口方向过于集中 
 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外贸依存度大幅提高，且出口方向相对集中。过高的名义外贸依存

度，即使实际并不高，也会引起肆意散播“中国威胁论”的人们夸大其词，有意炒作，进而加大贸
易摩擦。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海关统计等进行汇总 
2004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实现全面快速增长。海关统计显示，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总额达1772.8亿美元，增长33.6%；美国居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位置，双边
贸易总额达1696.2亿美元，增长34.3%；日本列居第三，双边贸易总额达1678.7亿美元，增长
25.7%。除上述3大贸易伙伴外，与香港、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分别为
1126.7、1058.8亿美元。这种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相对集中必然会引发贸易摩擦。  
2、行业标准太少 
当今的国际竞争，已开始由资本竞争向技术竞争的转变，逐步演变为标准之争。标准之争已经成为
国家经济、科技、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我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
标准四种。但是我国标准化工作长期滞后，行业无标准、标准单一、标准落后成为制约我国产品质
量普遍较差，相当一部分市场不设防的主要原因。这就导致了我国产品频繁遭遇国外技术贸易壁
垒，而进口产品几乎无技术壁垒的境地。 
3、贸易产品结构趋同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完成了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工业制成品种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
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种贸易商品结构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相似，并同这些国家产品形成一种
激烈的竞争关系。 

表2 2003年中国与东盟三国出口排名前10位的工业制成品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Database 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从2003年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数据来看，中国与泰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最为接近。从表
2可以看出，在排名前10位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中，中国与泰国有9种是相同的，而与马来西亚、
印尼均有7种出口产品是相同的。总体上看，中国与东盟三国在出口产品结构上有很高的相似性，
例如，所有国家电气设备、机器机械设备等的出口都占总工业出口（为计算与比较方便，文中总工
业出口值指的是各国排名前10位工业制成品出口总值之和）的很大比重。因此，贸易商品结构上的
相似和竞争关系，无疑是近年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4、出口管理混乱，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增长过快，加之出口企业管理混乱，必然造成价

格扭曲，出口管理分散化还容易导致短期内大量商品涌入一国市场，多头在外会造成自相残杀，低
价竞销。同时，2004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5933.6亿美元，但截至2004年资本输出仅为448亿美
元，这种两条腿不平衡的状态必然引发大量贸易摩擦。 

二、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方法策略 
经过“十五”规划的 努力奋斗，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稳定进入新一轮上升期，随之而来的贸易

摩擦更会不断增多。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国不得不直面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从宏观策略
和具体方法上加以应对。 

1、坚持以内需主导 
我国市场规模大、劳动力丰富和居民储蓄水平高等经济发展的内源型要素十分充裕，因而，坚

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利用内部发展要素，必然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
针。坚持这样一种战略，有利于引导我们更加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利用效
率，走集约式发展道路；有利于扩大进口满足内需，改变粗放的出口增长模式，减少国际贸易摩
擦；在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这种战略也有利于使我们的开放型经济
能够扩大选择和回旋的余地。 

2、强化制度建设，构筑组织基础 
首先，中国应尽快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中心，让企业熟悉标准，按照国际标准生产；健全

和完善中国认证制度，建立与国外权威机构认证的相互认可机制；构筑中国自己的技术贸易壁垒体
系，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加快采用国际标准化步伐。商务部最新调查显示，有36%的企业
认为应对技术贸易壁垒的主要困难是“信息不灵”。不少企业因缺乏信息和预警机制，出口遭到了
严重损失。 

其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贸易摩擦解决中的缓冲和协调作用，出口协调机构。在WTO的框架
下，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者，可以承担许多国际贸易活动中必须的但又不宜或难以由政府
和企业直接承担的失误，从而将其在国内市场的中介功能扩大到国际范围，在国家间贸易纠纷和贸
易摩擦中可以发挥缓冲功能，帮助企业和国家运用WTO的规则维护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同时在国内
发挥协调有序出口功能，特别是鼓励品质竞争，并对价格竞争加以适当限制。 

3、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未来5-15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步骤之一。也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发展为

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必须改变现在的“高投入、高耗能、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向高效、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唯如此才能提升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改变与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结构趋同状况，进而减少因贸易产品结构趋同与这些国家产生的摩擦。另外，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从比较优势
提升为竞争优势，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合理地、有层次的多元化布局，分担贸
易区域集的风险，减缓因贸易区域集中产生的与发达国家的摩擦。 

4、加强外向型投资 
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是拉动外贸增长的两条腿，两条腿不一样长走路必然摔跤。我国现在就是

商品输出过长（2004年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其中出口5933.6亿美元），而资本输出过短
（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55.3亿美元，引进外资10966亿美元）。这样必然导致与美、日等国产生大
量货物贸易顺差，进而引致贸易摩擦。因此加强外向型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可以提高
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可以大大减少贸易摩擦。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使商
品生产当地化，可使出口企业在当地享受与东道国企业一样的待遇，避开非关税壁垒对出口的限
制，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 

5、积极推动贸易谈判，加入或成立国际经济组织 
首先，许多国际经济组织经过多边谈判，已达成许多领域的反对贸易壁垒的协议，并有一套解

决贸易争端的机制。如我们加入WTO，不但可以享有其他成员国那样的待遇，而且可以寻求多边框
架下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其次，定期的双边协调可以使双方信息对称，不致陷入囚徒困境博奕。
长期以来，为解决贸易摩擦，日美之间逐渐形成了协调体制和机制。再次，可以成立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断降低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双边或多
边的不断磋商与谈判，由此可以使区域内贸易量迅速提高并使贸易能够有序进行，减少贸易摩擦。
我国和东盟的10+1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等，其发展态势良好就是印证。今后，我国仍要不断
与周边地区建立此类组织，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减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本文是河南省社
科联调研课题基金项目（SKL—2005—1251）。作者系河南科技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教研室
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与投资专业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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