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加快广东加工贸易发展的思考 

文/李 萍 

   一、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概况 
   （一）加工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是国家在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势后所做出的决策。1978年
初，香港加工工业非常发达，不少厂家都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加工订单，而且数量很多，加班加点
也无法应接。而广东境内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利用内地丰富的劳动力，把香港的加工订单接过
来，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1978年8月，广东签订了第一份毛纺织品的来
料加工协议，在珠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加工贸易企业——珠海县香洲毛纺厂，我国加工贸易从此拉
开了序幕。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广东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服装、鞋类、玩具、箱包等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传统加工业。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伴随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形式在
广东投资的不断增多, 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电子、通讯、信息产品为
代表的高新技术份额上升。机电产品已经代替传统加工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早期广东加工
贸易出口市场主要以香港和东南亚为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已经形成了以香港、美国、日本、
欧盟、东南亚为主体的遍布全球的出口市场体系，出口市场风险降低。 
   （二）加工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1、对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中国的加工贸易是从广东开始的，所以加工贸易一直以来都占广东经济很大的比重，而且是
广东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由于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外贸出口，广东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第一
出口大省，并且连续多年出口额在全国各省份排名第一。截至到2005年，广东省已经连续20年稳居
全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榜首，其GDP也连续多年全国排名第一。2003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1991.6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贸易的70.2% ,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49.2%。其中加工贸易出口
1182.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77.3% ,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的48.9%。而短短两年之后，2005年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92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6.7%。据统计部门预算，外贸出口每增长3
个百分点，就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27年来广东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4个百分点，广东外贸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有关资料，199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34％，1999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降为7.12％，2000年恢复为28.06％，2001 年为30.65％，2002年为12.21％，2003
年为41.98％ ，2004年为29.71％，可见，近年来广东名义GDP的增长率有相当部分是由加工贸易贡
献的。 
   2、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通过发展加工工业积累的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广东工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广东加工贸易规模不断增大，工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实现了从粗
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精加工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化，从而提升了工业竞争力。这在IT
等新兴行业中尤其明显，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广东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省份，迅速崛起
为国内乃至世界IT产业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在国际IT市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目前广东加
工贸易企业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全省比重的74.3%和42.1%。 
   3、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已超过7万家，就业人员达1,500万人。不仅吸纳了本地劳动力的就
业，而且吸纳了大量外地劳动力的就业。1998年广东的从业人员总数为3783.87万人，其中外省劳
动力431.69万人，外省劳动力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1.41％。到2003年，广东的从业人员总数增长为
4395.93万人， 其中外省劳动力885.43万人， 外省劳动力已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0.14％。从1998
年到2003年，广东新增就业人员612.06万人，其中新增外省就业人员453.74万人，新增外省就业人
数占广东新增就业人数的74.13％。新增就业岗位的一半是由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的。 
   二、广东加工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核心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加工
贸易项目相对较少 
   目前，广东加工贸易运营方式还是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自创品牌生产较少，缺乏“品
牌、品质、服务”等核心竞争力。出口产品中粗放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相当大的比
重，而且加工贸易出口多以贴牌为主。如机电产品作为广东出口结构水平较高的产品，近年来在加
工贸易中均占50%的份额以上，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不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以锅炉、机械
设备及零件、机电、电气设备、电视机等档次不高、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为主。即使是加
工贸易集中的珠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体水平也不高，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较低层次，高新技
术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24.7%，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只占5.7%；专利产品占高新技
术产品数的30.37%；高新技术出口产品中，有77.3%的出口额是由来源于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技术
创造的。 
   再如，广东地区制造的微波炉出口额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出口量由1998年的213万台逐年增至



 

2003年的1570万台，5年间出口量增长6.4倍，其中9成以上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2004年1～5月，
经广州关区出口微波炉632万台，但企业申报品牌出口的数量不足一成，主要原因是出口企业大多
数以贴牌方式出口。 
   （二）加工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 
   广东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特别是中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而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
76%和73%的广大山区腹地加工贸易发展缓慢，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大。据海关统计，2003年
珠三角9个地市加工贸易出口1156.9亿美元，所占广东生加工贸易的出口比例为97.9%，而1993－
2003年10年间，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佛山等市加工贸易出口增势明显，反观珠三角周边大多
城市增势较弱，其中汕头、揭阳、潮州、梅州等市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珠三角地区所占的份额
过大，就意味着其他地区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特别是粤西和粤东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过度
集中造成了珠三角地区的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等紧张。不利于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随着周边国家劳动力成本下降，广东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出现“民工荒”的困扰 
   经过97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急剧下降，在成本上与广东不相上
下，甚至在某些地区比广东还要低，广东在成本上的优势逐渐失去。如在泰国，金融风暴后“高级
雇员工资普遍减少20%－25%，有的甚至减少50%，普通工人则减少10%－20%”。据有关数据统计，
一件普通T恤在广东的生产成本约为6美元，在越南约3.7美元，印尼约3.2美元。虽然每年还有大量
的劳动力移入，但依然填补不了劳动力需求，而且劳动成本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的移入而下降。近几
年广东地区一直在闹着“民工荒”。一方面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很多的工
厂因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而被迫无奈地停产。 
   三、加快广东加工贸易发展的对策 
   （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广东加工贸易发展应着眼于长远利益，企业要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建立自己品牌，不能只为
别人做OEM生产。 
   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其中包括制定高新技术产业
加工贸易的扶持性政策。如:鼓励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通过挖掘比较优势,积极利用
外商投资开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对广东省出口增长和产业的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拓展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减少因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更新快的风险,可以考虑设立高
新技术产业基金,给予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项目以重点支持等。 
   （二）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并创立自有名牌 
   加工贸易增值率是一个反映加工贸易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倾向的指标。自1979年以来，广东加
工贸易增值率逐年提高，但是提高速度相对缓慢，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5年广东加工贸易
增值率为49.6%，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52%，比起上海67.5％广东更是望尘莫及。要改变这种状
况，广东首先要继续深化产业结构的改革，全面实现加工贸易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
集的转变。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的产业配套体系,增加产业配套能力,使出口产品所需的零部
件均能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完成采购,推动本地主导产业及特色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推动本地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广东加工贸易生产出口企业还需努力创建自有品牌，扩大自有品牌的知名度，并积极向海关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以保护自身的权益。深圳创尔特有限公司是一个例子。据悉，2003年之前，创
尔特从事的是国际市场的OEM加工，主要为世界一些品牌家电企业做加工，其产品出口到30多个国
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从2003年开始，创尔特除继续做加
工外，在国际市场开始开拓自己的品牌，并在国内市场上进入行业前五名。 
   （三）利用优越的软硬件将部分外商投资引向珠三角周边地区，促进加工贸易地区发展的平
衡 
   应加快发展粤东潮汕和粤西湛江西南出海口东西“两翼”, 使之形成与珠江三角洲互动的经
济热点。粤东地区可以发展成为新兴产品加工出口区, 湛江可以发展产业加工区, 成为连接西南经
济的出海口, 同时加快山区发展步伐, 提高发达地区辐射带动能力。 
   （四）为人才、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广东飞速发展的经济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劳动力和著名企业来广东发展。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广东这块充满机遇的土地上实现了目标。但同时，很多人反映，广东缺少
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氛围。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但不是一个生活的理想地点。
广东要留住这些人才和优秀企业就必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要大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丰
富人们的生活，使在广东生活的不同的人都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让来广东工作和生活
的外地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感和归属感。另外政府要加大力度促进本地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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