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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尤其是对外贸易发展蓬勃迅速，平均每年都以两位数的
速度发展着，到2005年已经实现进出口总值14221.2亿美元。高速增长的进出口总值一方面给GDP的强
劲增长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随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持续攀升，外贸结构的失衡给经济的
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如何认识当前的外贸结构状况并积极寻求对策，已经成为
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外贸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的外贸结构失调的几大表现： 
1.贸易大类失衡。在2005年的进出口总值中，一般贸易总值为5948亿美元，占2005年进出口总额的4
1.8%，加工贸易总值则达到了6905亿美元，占2005年总额的48.6%。从数值上看，一般贸易的比例与加
工贸易的比例差别似乎不大，但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贸易方式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大不相同。加工贸
易“两头在外”，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并采用中国出口的形式，产品优势
与销售渠道作为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统计时表面上扩大了就业与外汇收入，但对国民经济的结
构进步影响较小，它所带动的国内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有限。而一般贸易，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等各
个环节基本上都跟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挂钩，其较长的产业链对GDP的进步能起到其他贸易所达不
到的作用。由于中国工业底子薄弱，在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在外贸形式上我们大量地采用了加工
贸易方式，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位列全球第三的贸易大国，但是加工贸易在外贸总额中仍然保持了这么
高的比例，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大国和准经济强国身份不符，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的外贸大类结构
严重不平衡，长此以往，外贸进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必将出现下降。 
2.外贸产品结构失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贸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以纺织服装
等为代表的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种外贸形式下，进出口总额的增加短期来看能
促进就业、拉动外需、推进GDP的增长，但是，从长远看将给中国的能源、生态环境等带来巨大的负面
影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这种现象有所改变，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低能耗的产品占
出口总额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2005年的外贸出口中，机电类产品总额达4165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
了27个百分点，占同期出口总额的56%，然而跟其他贸易大国相比仍显较低，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中国
出口的机电产品有一半以上出自加工贸易型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 
3.外贸地区分布失衡。有两个层面的失衡。第一个层面是国内外贸进出口地的结构分布失衡。由于政
策倾向、地理位置等原因，中国的东部及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得比较迅速，部分地区的外贸依存度
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江苏省的苏南地区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100%，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了150%以
上，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边远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却非常低，对外贸易发展非常缓慢。第二个层面
是指对外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例如，2004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按美国的统计占其
进口的30%，而对拉美、非洲等地的进出口所占的比例却非常小，2005年中国对外出口前五位的国家和
地区的贸易总额达5705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75%，出口地非常集中。内部的不平衡将会进一步加
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而一旦世界经济发生波动或国际关系出现动荡，外部的失衡必然会波及到国
内经济的稳定运行。 
4.外贸主体结构失衡。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全年度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的总额达444
2.1亿美元，占当年度出口比例的58.3%，而国有企业的出口总额为1688.1亿美元，仅占21.9%；2006年
度前两个月份，外资企业出口总额占同期总额比例的59.2%，同期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则降到了20.8%，
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性质企业的外贸额所占比例更低，而这一比例的差异以前更是惊人。由此
可见，中国的外贸出口主体为外资企业，这种开放初期不得已而听之任之的局面在目前仍然没有较大
改观。 
二、优化外贸结构，积极实施战略调整 
1.积极推进一般贸易的发展，提高一般贸易在整个外贸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改变外贸结构的大类失衡
不是简单的降低加工贸易的比例，人为的从数值上提高一般贸易的比例，而是在不影响加工贸易正常
发展的前提下，提高一般贸易企业的质量，增强这类企业的出口能力。为此，一方面可对从事一般贸
易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如我们可以提高一般贸易企业的资产折旧比例，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向
一般贸易倾斜，或者实行出口产品生产企业采购国内中间品达到一定比例后可以享受一定优惠的政
策，同时延长一般贸易企业的产业链，以增加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进一步细化一般贸
易结构，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前景给予区别对待。比如，针对中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例关系
不合理，货物贸易所占比重大大高于服务贸易所占比重的现象，我们可以大力发展软性服务贸易，扩
大对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服务的贸易规模，提高服务贸易水平。 
2.提升出口质量。首先，对以往的产品出口结构加以调整，降低初级产品、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的
出口比例，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产品的出口，集中技、工、贸三方面的资源优势，有
计划有目标地培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名牌产品，加强产业链延伸、制造和服务衔接、产
业配套和产业集聚方面的潜能，实现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目标，为以后扩大外贸出口
积蓄后劲。另一方面，培育国内工业的研发能力，提升产品层次，改变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中国外资
本占据半壁江山的不利局面，从政策上赋予国内制造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平等的地位，提高他们的出口
积极性，真正实现出口主体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3.着眼于长期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区域化战略。针对中国外贸结构内部和外部地区分布不平衡的问
题，可以采取对内对外两种策略区别对待。具体而言，对内实行“地区贸易战略”，优化国内对外贸
易产业的区域布局。根据全国各地区资源状况、经济发展程度、地理位置条件等因素进行统一规划，
重点发展各地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对外贸易的内部均衡发展，杜绝和减少地区间的贸易利益冲
突和无序竞争。可以考虑将东部地区的部分传统加工贸易项目、劳动密集型出口项目重点往中西部迁
移，而东部发达地区可利用其相对雄厚的资金、较高的技术水平，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着重扶持
一般贸易，以此促进内部的平衡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对外则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根据不同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和资源条件制定不同的贸易方针，调整进出口地区高度集中的现象，发展多国贸易，降低
与少数国家的贸易依赖关系，以规避潜在的风险。 
4.调整“国民待遇逆行”政策，尽快给予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待遇。目前，各地政府为了加快
开放步伐，在引进外资时纷纷给予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由此吸引的外资企业是多了，但国内企业



在跟这些外资企业竞争时却处于被动地位，出口过程中被认为剥夺了原本应该享受的待遇，被迫参加
不公平竞争。为此，改变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政策，使国内企业在出口竞争时能享受到与外资
企业同等的待遇，是改变这种外贸结构失衡的根本举措。 
总之，尽快改变当前各种外贸结构的不均衡现象，推进中国进出口的和谐、持续发展，是保障国民经
济稳定、健康，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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