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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浙江省加工贸易的现状  

  1、加工贸易总量方面  

  广东省和江苏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上海市是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并举,并且加工贸易

发展迅速，而浙江省对外贸易较依赖于一般贸易的发展。从加工贸易总量来看,浙江省加工

贸易远低于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2005 年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加工贸易总额依次为

2886.7 亿美元、1474.0 亿美元、814.2 亿美元,同期浙江省仅为 243.1 亿美元；从加工贸易

占总贸易的比重来看,浙江省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也较低,2005 年广东省、江苏省、上

海市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分别为 67.28%、62.75%和 45.71%,而浙江省这一比重只有

22.64%。由此可见,浙江省加工贸易发展水平还较低,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2、加工贸易企业结构方面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约 80%左右,而外商投资

企业出口总额中的 80%属加工贸易性质,加工贸易经营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出口比重直接影响着加工贸易出口比重。2005 年,广东、江苏、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

口总额的比重依次为 64.9%、68.6%、67.9%,同期浙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仅为 35.5%,比重明显偏低。  

  3、加工贸易产品构成方面  

  从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构成来看,浙江省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层次较低。浙江省机电产品

和光学仪器加工贸易占加工贸易总额的比重要远远落后于广东省、江苏省和上海市,而纺织

品、金属、塑料制品、矿产品等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高。由此可见,与广东省、江苏省和上

海市相比,浙江省加工贸易中产品层次较低,劳动密集型与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据绝大多数。  

  4、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方面  

  从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来看,浙江省附加值要低于广东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其原因在于

浙江省加工贸易总量要远远小于这些省市。但是,浙江省加工贸易的增值率要远高于这些省

市。  

  5、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市场方面  

  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市场来看,浙江省加工贸易的主要对象国有日本、美国、台湾、韩

国、德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 ,并且日本是加工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国。2005 年,

同日本的加工贸易占了加工贸易总值的 21.6%,同美国的加工贸易占 20.48%。广东省、江苏

省和上海市加工贸易的主要伙伴国与浙江相类似。2005 年,从各省市加工贸易前十位市场的

贸易额占加工贸易总值的比重来看,广东省为74.20%,江苏省为78.67%,上海市为72.16%,而

浙江省为 72.22%。可见,近年来,随着加工贸易市场日趋分散化,浙江省加工贸易在市场多元

化程度上已高于江苏、广东等省市。  

  6、利用外资方面  

  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浙江省引进外资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广东和江苏。自 2004

年始,浙江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与上海市利用外资齐头并进。以 2005 年为例,江苏、广东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位居前两位,分别为131.80亿美元和123.64亿美元,浙江77.23亿美元

位居第三,上海 68.50 亿美元位居第四。外商投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经营主体,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加工贸易的发展。  



  二、浙江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  

  当前,浙江省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企业自主增长能力日益增强,工业门类齐全,基

础设施良好,加工制造能力较强。但与广东、江苏及上海等省市相比,浙江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1、加工贸易发展规模偏小和比重较低 

近年来,浙江省的外贸出口规模持续扩大,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从贸易方式看,支持浙

江省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的主要是一般贸易出口。浙江省的加工贸易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发展

速度,与全国和沿海省市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2、利用外资较其它省份落后,制约了加工贸易经营主体的发展  

  我国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而浙江省由于利用外资规模落后于广

东、江苏、上海等省市,从而制约了加工贸易经营主体的发展。而内资企业由于对加工贸易

缺乏认识和了解,涉及的审批管理部门较多,经营风险较大,开展加工贸易积极性不高,这些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江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3、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出口商品科技含量低,质量档次不高  

  当今国际加工贸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外跨国公司,我国企业主要是作为跨国公司国际

产业链中的一分子,为其开展加工或组装业务。近年来,浙江省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

结构不断优化,但传统产业还大量存在, 加工贸易产业层次不高,产品档次较低。    

  4、加工贸易企业结构不尽合理  

  浙江省加工贸易企业以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比重

偏低,不利于浙江省加工贸易的更快发展。而且，现有加工贸易企业核心技术研究开发能力

不足,大多从事简单加工装配, 产品档次仍然偏低,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加工贸易项

目相对较少,加工贸易产品科技含量低,档次不高,很难打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体系。此外，

浙江外贸企业中中小型民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开展对外贸易起步较晚，国际化经营经

验不足，加上管理体制不顺，生产技术落后，缺乏专业外贸人员，不懂加工贸易操作流程，

使开展加工贸易受到很大制约。加之省内配套能力仍不足，产业链条短，溢出效应不明显，

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未得到充分释放。  

  三、浙江省发展加工贸易的策略  

  1、政府方面  

  （1）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加工贸易管理体系,完善现有加工贸易的审批、监管模式。根据

各部门职能,理顺管理和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避免重复审批,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为加工贸

易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  

  （2）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浙江省应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升省内产

业配套能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是将引进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开拓

加工贸易新局面的重要力量,注重引进大型跨国公司向浙江省转移附加值高的加工制造环

节、服务外包业务,建立技术研发机构,鼓励外资通过组建合资企业、合作生产、联合制造等

方式向浙江省转移先进技术。通过利用优质外资促进加工贸易在数量上的增长和结构上的升

级。  

  （3）奖励与惩罚并举。根据国家产业引导政策及加工贸易产业准入标准和加工贸易分

类标准,以企业经营规模、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加工生产的环保标准

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奖励政策,有效地将资金和其他资源引入到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

从而有力地促进浙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实施奖励、优惠政策的同时,对属于国家禁止类

产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关停并转,如加工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饮料、木

制家具、矿砂等产品的加工贸易；限制部分纺织品、鞋类、塑料制品等产品的加工贸易。  

  2、产业方面  



  （1）要处理好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要通过对加工贸易产品的深加工、精

加工,提高加工深度,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增强省内配套能力,释放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

聚集效应,打造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  

  （2）加强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引导。对于加工贸易来说,浙江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

使其介入到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一环,对此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将有明显的效果。  

  （3）加强政策调控,建立产业评估机制。要在国家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下,

把发展加工贸易与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结合起来,强化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引导,建立

产业评估机制。  

  3、加工贸易企业方面 

 （1）民营企业应培育自身成为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浙江省民营企业应重视发展加工贸

易,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利用现

有的生产能力加工装配出口,使其成为浙江省的加工贸易主体。  

  （2）提升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开发、创新和行销能力。加工贸易企业应注重增强自身研

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以占据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地位。目前,浙江省加工贸易企业大

多从事产品加工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仍然偏低；有的加工贸易企业虽

然在产品开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缺乏国际市场行销能力,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和租

用外国品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下端。要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加工贸易企业必须

不断提高自主开发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从代加工向代设计乃至自创品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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