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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加快转型升提高出口竞争力 

2013-5-6

    当前，国际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期，同时国内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升值加快，在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如何进一步提高竞

争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在日前举办的2013京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认为，短期可以采取稳定汇率和

一些激励措施，但长期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转型升级。 

    影响我国出口的几大因素 

    去年全年出口形势比较严峻，预期出口目标10%，实际增长不到8%。今年前两个月却出乎意料，一月份出口增长了25%，二月份增长了

21.8%，到了3月份又下滑到10%，一季度累计出口增长18.4%，和去年相比明显较高。 

    出口增长忽冷忽热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隆国强首先分析了影响我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因素，即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主要市场的经济增长

情况。 

    美国此前公布的一季度经济增长为2.5%，比市场预期低，但比去年四季度明显改善。预计全年美国会保持温和复苏，在各大经济体中，美国

应该是最好的。 

    日本去年四季度GDP下降了0.4%，安倍上台后力推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能否收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因为在前二十年日本经济泡沫破

灭后，日本政府已经多次采取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其长期陷入流动性陷阱，所以这一轮的刺激到底能不能奏效还需

拭目以待。 

    欧元区还处于低迷之中。 

    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略好。去年四季度，巴西经济增长7.2%，印度增长4.1%，但南非只增长2.13%，俄罗斯增长2.9%。 

    从我国出口市场来看，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普遍较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相对乏力。第一季度，对台湾省出口增长了32%，对东盟增长

了28%，对俄罗斯增长了19.6%，对南非增长了35.5%。对美国增长了6.8%，对日本下降了3.6%，对欧盟仅增长1.1%。 

    影响我国出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的出口竞争力。隆国强说，不管外需怎么变化，出口竞争力强出口增长就快，否则就慢。 

    隆国强认为，近年来就全球范围而言，我国的出口竞争力表现较为强劲。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提高，当然在不同的市

场里可能会有变化。如去年我们在欧盟市场份额在下降，但在全球市场的总份额在增长。 

    隆国强又分析了构成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几大要素。以前我国在全球的市场竞争主要靠低成本，形成了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强的国

际竞争力。但这种情况近些年正在发生变化，我国劳工工资近年来一直处于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出口部门工资增长更快。 

    由于成本快速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受到来自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这就逼着我们去升级，去做技术水平更

高，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 

    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第二个因素是汇率。隆国强说，尤其是短期来看汇率影响最明显。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升值，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

率已经有将近30%的升值。最近汇率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出口已经受到来自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激烈挑战的情况下，人民币快速升值对我国出口

带来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要想方设法保持竞争力。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出口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开始主动机械化。富士康宣

称要用100万台机器人替代劳动力，东莞大朗镇三年前只有300台自动毛纺织机器，到去年已经有三万台。这其中政府也要注意把握好节奏，一方

面鼓励转型升级，提高劳动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不要出现大量失业局面。 

    影响我国出口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外部市场的保护主义。例如针对我国太阳能光伏产品的贸易措施，对行业出口影响很直接。除此之外还

有非经济因素，比如钓鱼岛争端，直接影响到双边贸易和投资。 

    出口政策取向 

    在以上几种因素作力的新形势下，我国外贸发展如何应对？隆国强说，短期可以采取稳定汇率和一些激励措施，但对企业来说，只有一条路

就是转型升级。 

    隆国强建议，企业可以开展更多的创新活动，例如提高装备水平来降低成本、研发新产品、海外并购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调整

市场结构，开拓新兴市场。发达市场的低迷和新兴市场相对的较高速度增长基本上是主流判断，如果说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以发达市场为主的

话，现在必须要把眼光同时转向新兴市场。事实也证明，我们现在对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对发达市场的出口增长速度。 

    隆国强认为，只要政策对路，企业做法对头，完全可能实现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国际竞争优势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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