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外贸发展策略探讨 

文/汤春玲 蔡珍贵 

   近年来，湖南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湖南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
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愈来愈密切、愈来愈频繁，湖南经济正历史性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
中；其次，面对中国入世和“中部崛起”这一历史性战略机遇，湖南大力开拓、发展开放型外向经
济，外贸进出口出现强劲增长，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在今年9月第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
览会签约的1199个各类招商引资项目中，湖南省签约276个，合同外资达4.4亿美元，其中千万美元
以上项目140个，达78.4亿美元。 
   1近年来湖南外贸发展现状 
   1．1近年来湖南省对外贸易基本情况 
   近年来，湖南对外贸易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据统计，在全国31个省市中，2004年和
2005年连续两年湖南省的出口额在全国排名均为第17名。从表1-1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5
年，湖南的进出口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二是在对外贸易中一直都保持
贸易顺差的良好趋势。 
表1-1 1996年---2005年湖南省进出口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4、2005年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对外贸易发展报告》 
   1.2湖南外贸主要进出口市场 
   从大的方向来看，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是湖南省进出口贸易最重要、最集中的地区。由图1-1
和图1-2我们可以看出，湖南出口最大的市场为亚洲，占最小份额的市场为大洋洲。据统计，2001
年到2005年湖南对亚、欧、北美洲的年进出口额都在90%以上。 (见下图)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同比
（ % ）  

进口  同比
（ % ）  

出口  同比
（ % ）  

2000 25 ． 12  28.43 8.6 27.60 16.53 28.94 
2001 27 ． 58  9.79 10.05 16.86 17.53 6.05 
2002 28 ． 76  4.28 10.81 7.56 17.95 2.40 
2003 37 ． 36  29.90 15.89 46.99 21.46 19.55 
2004 54 ． 38  45.56 23.4 47.26 30.98 44.36 
2005 60 ． 05  11.04 22.58 -3.5 37.47 20.9 



   从单个市场来看，湖南的进出口市场呈现出比较集中的特点。从2001年到2005年进出口额所
占比重来看，湖南省主要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和韩国。以2005年
湖南出口市场为例，以上六个国家占湖南出口市场的71.1%。俄东占4.6%，印度占4.4%，中东占
4.3%，台湾占2.7%，其它占12.9%。 
   表1-2 2001年---2005年湖南省主要进出口国家及进出口状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湖南省商务厅《2005年湖南省对外贸易发展报告》 
   1．3湖南省主要的进出口商品 
   湖南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主要有印刷电路、彩色电视显像管、钢材、鲜、冻猪肉、未锻造锰、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未锻造银、陶瓷、烟花和爆竹。从近年出口的商品种类
和数量来看，湖南出口商品结构正在逐步优化，大宗商品出口增势良好。 
   湖南大宗进口商品中，主要有铁矿砂、精矿、汽车和汽车底盘、大豆、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
件、医疗仪器、纸及纸板。从进口商品构成来看，近年来湖南进口商品的显著特点是初级产品增幅
回落，工业制成品进口下降；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比重上升。 
   1．4湖南主要的进出口基地 
   从近年进出口额来看，长株潭成为湖南主要的出口基地。以2005年为例，全省14个市州外贸
出口总额为31.1亿美元，出口额过亿美元的市州达到8个，其中长沙、株洲和湘潭3市出口总额占全
省的51.3%。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香港  14.29 3.88 16.2 2.5 17.7 0.8 17.3 0.9 16.7 1.3 
欧盟  17.41 19.91 15.3 18.2 15.4 27.4 15.4 18.4 14.8 20 
美国  14.86 8.72 16.1 6.9 13.8 6.4 15.3 7.6 14.1 9.1 
日本  10.29 18.22 9.2 16.4 10.1 22.7 10.4 19.8 10.6 17.6 
东盟  9.33 2.48 8.9 3.8 8.3 3.7 8.3 3.3 8.2 2.4 
韩国  6.19 20.72 6 27.3 4.9 17.5 5.4 12.6 6.7 9 



 

   2湖南外贸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湖南省的外贸进出进出口强劲增长，取得了新的突破，但总体来看，其对外贸易发展仍
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2．1进出口规模较小，总量偏低 
   湖南外贸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总量偏小。以2005年为例，湖南外贸进出口总额为60.05亿美元，
只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0.42%。其中，出口总额为37.47亿美元，占全国的0.49%；进口总额为22.58
亿美元，占全国的0.34%。湖南省的出口总额在全国省市仍排名第17位,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 
   2.2进出口市场比较集中 
   从表1-2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省主要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和
韩国。2004年湖南省对以上六个国家的出口额达到72.1%，进口额达到62.6%；2005年对以上六个国
家的出口额达到71.1%，进口额达到59.4%。从理论上来讲，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不利于分散国际市
场变化的压力和危机，而且不利于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各种商品的比较优势。 
   2.3出口商品的结构比较单一 
   湖南省出口的商品一直以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基础产品、资源性产品为主，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比较小。04年湖南机电产品出口6.06美元，只占全省出口总额的19.56%。而
全国机电产品出口3234亿美元，所占比重为54.4%。说明湖南省制造业技术改造仍然滞后，发展后
劲不足。同样，04年湖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6031万美元，只占全省出口总额的1.94%；而全国的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165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7.9%。 
   2.4品牌优势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截止到2005年6月，湖南拥有“中国品牌”9个、“湖南名牌”396个、“中国驰名商标”12
件、“湖南省著名商标”267件、获“国家免检商品”46个。但是大多数企业及其品牌仍然停留在
国内市场的低端竞争，全省没有一家企业进入“全国进出口、出口、进口200强”，大多数出口商
品靠定牌或贴牌生产，企业出口品牌战略严重缺失。 
   3发展湖南外贸的几点战略思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湖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加快开放
的力度，对湖南人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课题。根据湖南省的资源优势及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情
况，我认为湖南对外贸易的重点应该是以农立省、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发展以长株潭为龙头的
区域经济和努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份额。 
   3．1以农立省，科技兴贸 
   古代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法，享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南，稻谷和生猪每年产量都居
全国第一。大米、生猪、果蔬、茶叶为主的农副产品出口是我省农业创汇的主要产品。但是目前湖
南的农业还是没有摆脱低效发展的模式，低效农业特征还比较明显，农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
实力不强；湖南农副产品出口中主要以品质较低的初级产品居多，附加值低。粮食中有90％是低质
籼稻，畜牧业中约90％是生猪，水果中约90％是柑橘，属于国际上质次价低，创汇不高的大路货。
在产品分组、包装、储藏保障、运输、商标注册、品牌宣传等出口营销方面，技术手段还比较落
后，使一些优质或较好产品不能实现价值最优。所以，我省的农业还大有潜力可挖，政府可以通过
制定一些措施鼓励农业的发展。一是加大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优质高效农业。重点抓好农林产
品的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大以优良品种为主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力度。二是建设一批产销适路、
货源充足的出口产品生产基地，使农贸、产贸结合更为紧密，为扩大农副产品出口拓宽渠道；三是
对出口农副产品中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四是大力发
展绿色农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取得“绿色产品标志”。 “绿色农业”又称有机农业，是指在生
产中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

 



其产品的生产体系。[4]目前随着“绿色农业”的发展，“绿色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四是是提
高我省农产品出口的营销水平，加大对湖南农业名牌产品的推介、宣传力度，不断提高湖南农产品
品牌地位。 
   3．2筑巢引凤，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湖南虽然地处内陆省份，但是它的交通比较发达，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湖南坐落于华南经
济圈与长江经济带结合点上，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周边的重要中枢功能，这种优势是全
方位的优势，与东部比，湖南许多潜力尚未发掘，具有后发优势，相对西部地区，湖南交通运输便
利，整体环境较好。湖南地处中国南部中间，紧临广州、香港和澳门，两条南北大动脉--京珠高速
和京广铁路从湖南省内穿过，而上海到云南瑞丽的上瑞高速让湖南从东到西畅通无阻。还有即将动
工的武汉到广州的高速客运专线，建成后湖南北部的省份城市长沙到广州只需3至4小时，湖南南部
城市郴州到广州只需要1个半小时。就是以目前的交通设施情况，郴州到广州的黄埔口岸也只需要3
到4个多小时的车程。[5]湖南省公路总里程8.5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1,200公里，同时拥有
2个国际机场和3个支线机场，充分实现了联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作用。湖南的京珠高速、京九铁路
串着的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是湖南对外招商引资的黄金线，也是港资投资的重地，越来
越多的港资挺进湖南寻找商机。比如香港商人叶建南作为投资商，在湖南成立了湖南中和制药有限
公司，创作了中国第一卡通品牌"蓝猫一系列儿童用药，产值突破1亿元。实现了其个人和湖南省双
赢的目标。所以，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提供的良好机遇，湖南应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快湖南
的经济发展。这样既可以引进外资，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服务，同时又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是
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在今年9月第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上，湖南的招商引资就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博览会签约的1199个各类招商引资项目中，湖南省签约276个，合同外资达4.4亿美元，
其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140个，达78.4亿美元。 
   引进外资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兴办企业，另一方面还可
以通过对跨国公司为重点的招商引资，促进先进适用技术转移到我省；动员政策性银行开展技术引
进政策贷款，支持企业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依托重大工程项目，引进更多先进技术；鼓励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与跨国公司共同设立研发机构，引进国外智力资源；鼓励省内企业与外商投资
企业开展技术配套，加速高新技术研发领域的国际化进程等等。总的来说，引进外资是加快湖南经
济发展的一个理想的策略。但是，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好投资项目的取舍标准。对
于那些能耗高、土地资源消耗量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不利于环保的项目要果断放弃，而对
于那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集约型项目则应该敞开大门。 
   3．3发展以长株潭为龙头的区域经济 
   在湖南，长株潭三市是全省经济最为发达的中枢地区，面积占全省的13．3％、人口占全省的
18．9％，工业产值约占全省40％。其经济总量比重较大，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省。2005年，长
沙、株洲、湘潭三市的ＧＤＰ达到2412．6亿元，长株潭三市“抱团”首次实现ＧＤＰ总量超过武
汉174．6亿元。三市进出口总额32.6亿美元，占全省的51.3％，为武汉的75.6％。实现长株潭一体
化，树立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和现代化、生态型的网状城市群，聚合与
释放长株潭城市群的能量，可以辐身和带动周边地区及全省的经济发展，促进湖南城镇化、工业化
与现代化，增强湖南省经济实力，提高湖南经济品位，从而增强湖南的对外贸易实力。同时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长株潭经济的崛起不仅将进一步推动中西部的发展，其本身就是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
一大贡献。 
   3．4努力拓展国际市场 
   目前香港、欧美、东盟和日韩是湖南的传统贸易市场，其贸易额占湖南总贸易额的71%。出口
市场比较集中既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变化及贸易摩擦的制约，又不利于湖南出口产品的长期稳定增
长。所以，巩固和扩大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对加快湖南进出口贸易步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巩固和扩大香港、欧美、东盟和日韩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湖南应该大力拓展中东、俄东、
南美等新兴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和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开展进
出口贸易。如加强对出口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服务和指导；有针对性地组织小型、专业团
组，参加国内外各种博览会、展览会和展销会；引导企业发展代理制、中介服务、网上贸易和电子
商务等现代贸易方式，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4结束语 
   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运行较好，国际贸易保持稳定增长，湖南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好的国内
外环境。所以，湖南应该抓住机遇，外引内联，形成湖南进出口核心产品和核心基地，实现出口竞
争力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扩大外贸规模、全面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作者单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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