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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贸易政策主要归纳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从1949年到2001
年加入WTO，我国始终实行的是国家干预的保护贸易政策。建国60年来保护贸易政策
对我国经济贸易产生了的深远的影响，现阶段“开放型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应是我国
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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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has two types that are the 
trade free policy and trade protection policy. China has put in to 
effect the policy of trade protection from 1949 to 2001.Trade 
protection policy effects the economics and trade of China deeply 
during the past sixty years. At present, the Open and  appropriate 
Trade Policy should be the best choice of China.  

Key Words: open; appropriate protection ; trade policy  

从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对外贸易政策可归纳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
易政策两大类型。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我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不同。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贸易政策的发展和演变  

（一）1949年到1978年期间  

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
种封闭型贸易政策实质上也就是过度保护政策，对保护的对象不加正确选择，没有明
确的保护期限，存在不少弊端。  

首先，超保护的贸易政策不利于我国工业的发展和进化。在高度保护政策上成长的
民族工业和产业，禁不起外国同行业的冲击，生产的成本较高。在国内虽然享受特殊
的优惠待遇，却无竞争压力，难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难以形成技术革新、提高产品
质量的动力。  

其次，过度的保护也不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受保护的产业或企业享受各
种优惠，其进行对外贸易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比较利益而是单纯地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
指标，因此，国内资源流入这些低效率的部门，对资源配置产生了不利影响，资源的
利用率低下。  

最后，这种贸易保护政策也不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由于国家实行封闭的贸
易政策，国内企业难以进入国际市场，而对于我国这样的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来自劳
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不能发挥，也就不能获得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机会。这就更加使
国内经济的内向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延缓了我国
工业化的速度。  

 总之，内向型封闭性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不仅没有在当时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反而加深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上的差距。  

（二）1979年到1992年期间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决
策。原来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于是，
由国家管理下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开始向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过渡。开放型的保
护贸易政策使得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促进了
我国生产力的提高。  

1、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重点。企业逐步
接触国外先进技术，改进了国内落后的局面。通过将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对比，我
国企业认识到和先进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高了忧患意识。同时，生活用品和物
资的适当进口满足了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  

2、在出口方面，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作为重点。我国
是农产品、矿产品生产大国，农业、矿业资源丰富。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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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产的大多是初级产品和半成品，缺乏国际竞争能力。通过积极出口，调动了国内
企业的积极性，努力将初级产品加工出口，提高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  

回顾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与改革开放
的政策相一致的。  

（三）1992年至今  

随着出口贸易开始走向自由化，高度保护的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参与多边贸易
活动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因此，从1992年以来，对进出口贸易政策进行了改
革，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
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履行“入世”的承诺，适应新的国际环
境，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构造有利于经济
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
高速发展成为我国在现阶段贸易政策的目标。  

建国60年来，我国贸易政策已经从完全封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到接受市场经济
调节的模式上来；在贸易政策上从内向型保护贸易政策转变到外向型保护贸易政策上
来。这两种转变是统一的，它促进了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获取比较利益。  

二、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在现阶段仍将是正确的贸易政策选择  

1、我国现阶段国情要求我们实行保护政策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存在着
地区的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但是，即使东部地
区仍然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发达工业地区相媲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
但科技水平和实际运用科技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综合国力还较弱。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条件地放开市场，让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占领我国市场，对消费者来说暂时可以得“物美价廉”的商品，但这对我国民族工业
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它可能会完全冲跨我国的经济支柱产业。因此，在一定时间
内，我国还需要保护贸易政策。  

2、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善之前需要保护贸易政策  

 我国始终在调整产业结构，目的是让本国企业能够适应国际市场，更具国际竞争
力。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生产技术
的落后，我国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停留在“手工作坊”的阶段；手工业也一直是我
国的大产业，但随着竞争优势的加强，我国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
相对于这些传统产业，我国的现代化工业系统尚未成长起来，相当一部分工业产业属
于幼稚工业。鉴于这种情况，在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上尚未完善之前，我们还需要保
护贸易政策。  

3、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有目共睹：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水平已有长足进步，我国也成为名副
其实的发展中大国。骄人的成绩背后，我们也应看到：落后的技术，陈旧的观念依然
存在于我国的各大产业中，拉大了我国的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彻底消
除这些陈腐的弊病，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退步。那么，在生产和管
理的观念转换时期，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高水平时期，我们需要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4、与WTO接轨的磨合期中要求我们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2001年11月是我国对外贸易史的转折点，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面对
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我们只有服从并适应这种规则，和发
达先进的国家在贸易领域分一杯羹。世界格局的风云变换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全球
化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鉴于
这种情况，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仍应是保护贸易政策，但
在保护的程度上要有新的要求。  

综上所述，盲目的不加选择的保护，以及国家大面积干预的保护都将随着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这一历史事实而被淘汰。我国的市场终将放开，但在转轨和过渡时期，我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个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实情要求我们还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
保护贸易政策。那么，如何从我国基本国情和世界经济格局的现实出发，从我国产品
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我国的科技水平、资源等情况出发，把自由贸易政策和保
护贸易政策有机的结合起来制定更加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贸易政策，就成为
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  

三、在新的时期要实行开放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  

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是中国继19世纪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以来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它将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我们
既要对外开放市场又要保护民族工业。因此，在“十七大”胜利闭幕后的新的历史时
期和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实行新的贸易政策——开放型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开放型适
度保护贸易政策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的有目的、有选择的保护。这就要求我们掌
握好开放和保护的适度性。那么如何选择保护的对象、确定保护期限以及如何界定保
护的程度和透明度将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保护对象的选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已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某些行业或企业已达到
或接近同行业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经营管理体系，初步具备了与



国际大企业相竞争的一些条件，并且已进入或占领了国际市场。如我国具有比较优势
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制造业等，对这些行业没必要进行过度保护，而应让这
些行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竞争力。那么受到保护的应是哪些行业或产业
呢？根据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受保护的应是“处于成长阶段尚未成熟、但具有
潜在优势的产业”但是，受保护的还应有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1、幼稚产业  

幼稚产业是指某一处于发展初期，基础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
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如何界定和选择幼稚产业是一个关键，选择不好就可能导致保
护落后，保护需要大量的投入，付出一定的代价。关于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国际上有
三个：(1)穆勒标准，如果某个产业由于缺乏技术方面的经验，生产率低下，生产成
本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定时期的保护下，该产业能够提高
效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存在下去，并取得利润，该产业即为幼稚产业。(2)巴斯塔
布尔标准，受保护的产业在一定的保护期后能够成长自立，为保护、扶植幼稚产业所
需要的社会成本不能超过该产业未来利润的现值总和，符合条件的即为幼稚产业。
(3)肯普标准，除了前两个标准的内容外，应考虑产业在被保护时期的外部效应，如
具有外部性，该技术可以为其他产业所获得因而使得本产业的利润无法增加，未来预
期利润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国家应该予以保护。  

对这三个标准要正确理解，在选择幼稚产业时可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也可以用两个
或三个标准综合衡量。我国目前的一些高科技产业比如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都属于
幼稚产业，国家应予以适度的保护。可以肯定，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保护的
目的在于使得受保护产业得以进步，最终不需要保护，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  

2、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是指在当前的产业结构系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产业，在一般情况下，多
指产出和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的产业。主导产业则是指在经济发展中能对整个经济起引
导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我国的一些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如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等
都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国家也应予以适当保护。  

（二）保护期限的限定  

根据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保护期限最长不能超过30年。如果在保护期间，受
保护产业还不能发展起来，则表明保护对象的选择不适宜，撤消对其的保护。因此，
适度保护不保护落后的效率低下的产业。  

（三）保护的透明度和保护程度  

1、保护壁垒的透明度  

保护壁垒的透明度是指以关税保护为主要手段，统一并公开有关贸易保护的法令和
法规，同时利用关税的价格机制，使国内外市场的商品保持直接联系。实行贸易保护
通常有两类措施：一是关税壁垒；二是非关税壁垒。过高的关锐壁垒以及由此保护的
进口替代的负面效应越来受到各方面的抨击。各国的关税税率呈下降趋势，世界贸易
组织也在致力于降低关税消除壁垒，同时非关锐壁垒的作用也在逐渐缩小。  

2、保护程度  

适当的保护程度是指考虑我国经济对国际竞争的承受能力，逐步接近WTO成员国的
平均保护水平，并且这种保护不是全面保护，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作为幼稚产业加以保护。汽
车工业的进口关税一直很高，可是20多年过去了，汽车工业至今没有走出幼稚产业的
局面，竞争能力依然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高度保护使得汽车工业没有国际竞争
的压力，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效率低下，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也就是说，过
度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了落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国家调整了对汽车的
保护期限和进口关锐，到2006年，汽车进口关税从80%—100%降至20%。虽然在进口
汽车的竞争下，必然会挤跨大部分汽车生产企业，这对汽车工业的整体发展未必是坏
事，相反，已经成长起来的若干家具有竞争力的汽车企业会进一步壮大，参与进口汽
车的竞争。同时，国家也实施汽车出口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贸易保
护水平将会逐步降低，最终走向全面开放和自由贸易。  

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对我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国际竞争限制在
我国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向WTO所要求的国际惯例接轨，这有利于提高资源的
配置效率，并与国际市场保持有机联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采取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我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更有充分理由实行适度的保护。  

综上所述，在一定时期内，我国的贸易政策还应是开放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适度
保护，开放是前提，贸易保护是在开放基础上的保护。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各国之
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和范围，成
为衡量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必须逐步开放市
场，把我国的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而不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
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培养它们在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
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国内幼稚产业采取动态的保护措施，
对在国外有发展潜力的产品实施鼓励出口措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我国实行开放型适度保护贸易政策，体现了开放和保护的特点，是符合我国目前的
客观经济形势和基本国情的。通过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



培养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让其成长壮大后再去参与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同时，
适度保护贸易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淘汰不合理和落后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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