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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总结了我国不同尺度地域单元近;#年不同阶段对外贸易总量增长’对外依存度不

断提高的基本特点及其地域格局演变的 基 本 态 势!分 析 了 出 口 商 品 结 构 变 化 的 基 本 趋 势!并

初步探讨了我国对外贸易特点及其地域格局形成的基本成因&研究发现"$%%从时间尺度看!

;#年来!我国不同尺度的不同区域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呈长期增长态势!外 贸 年 均

增长速度长期高于&J+年均增长速度#$!%从空间尺度看!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的区域

差异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相反中’西地带 的 相 对 地 位 随 着 市 场 经 济 的 发 展 呈 下 降 趋 势&我 国

进,出口位居前四位的省市绝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由北

向南演变的趋势&在国际上!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占绝对优势!但相对地位逐渐下降&

关 键 词"对外贸易#地域格局#变化#中国

文章编号"%###7#8:8$!##$%#"7%!;$7#:

%!引言

!!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交往的核心内容!其发达程度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

代化水平及其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潮流的标尺&在过去;#年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

了一个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外交往逐步走向成熟的过

程&从我国对外贸易及其区域格局变化角度总结这个过程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国内学术界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对外贸易对就业增长带动’对外贸

易对产业结构演化影响’对外贸易对技术进步影响’对外贸易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作用进

行总结的著述众多*%":+!但大多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时间段!并没有体现出我国对外贸易

的时空格局变化&从过去;#年这个较长的时间尺度!从不同区域的空间尺度总结探讨我

国对外贸易及其区域格局变化的基本特点’寻求我国区域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基本规律的著

述似不多见&鉴于此!研究者构想了以总结我国近几十年对外贸易发展’地域格局特点及

其成因’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为主线的研究主题!来探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

本规律!为我国及各个区域制定正确的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对外贸易地域格局及其商品结构演变基本态势

!"#!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对外贸易地域格局特征

!!本文从纵向空间尺度和横向时间尺度观察我国对外贸易及其地域格局变化的主要特



%!;:! 地!!理!!研!!究 !"卷

点!采用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中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案&根据对现有统计资

料的整理计算 $表%%!可见"
表#!中国三大地带#对外贸易总量"SQL总量"对外贸易依存度

C0/"#!T3.,*51).0:,+SQL01::,5.,,3883.,*51,=313;*=:,7,1:,1=,*1)D.,,.,5*31<38OD*10

年代 地带 贸易总量$亿美元% 占全国$K% &J+$亿美元% 占全国$K% 对外依存度$K%

%9"8 东部 %94#< :"48; !8$4<$ ;"49: $4<9

中部 %48! "49% %$!48< <%4;9 #4::

西部 %4;; "488 %%$49" !%48< %4!!

%9$% 东部 !84#: :$4$: ;<$49" 8%4;% 84$<

中部 !4<: :4<< !$<49; <!4%" #4:$

西部 %4%% <4:9 %;#4#% %"4;< #4$9

%9$: 东部 9%4" ::4!" %#%<4"9 8#4!! 94#;

中部 "48$ "4<< 8:84!; !9 %4%!

西部 84"% 84;% ;%94;: !#4$: %4<;

%9:8 东部 !$94$" :!4"; %;"%4!; 8#4;$ %94%8

中部 <:4%8 %%4!$ :8;4<! !948% ;4;$

西部 !#4"< "4#9 8$948" !#4#! <48"

%99! 东部 %!#"499 :84%% !88:48" 8;4!8 ;$4%$

中部 %!;49! :4:% %!<;4;: !"4%: %#4%!

西部 :"4%9 "4#: 9!!4:% %948$ 94<;

!##8 东部 %#9!!4$" 9%49! %;<994;$ 894"< $84:"

中部 8$"48" ;4:8 8""#4:% !<4;; %#4%9

西部 <:;4%< <4!< ;#:948; %"49< 94<9

!!资料来源"0新中国五十五统计资料汇编1’0中国统计年鉴!##"1!下同

!"#"#!我国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总量长期增长"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对外贸易总

量是指某一年有形商品进出口总额!和%9"8年相比!!##8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对

外贸易总量大幅度增长!分别上升了8$;’<$9和!"$倍&对外贸易总量占&J+的比重可

定义为对外依存度!同期三大地带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分别上升了%#4<’%%4"和$4$倍&
但和%9"8相比!%9$%年对外依存度呈现出下降趋势!主要是$#年代我国实行 (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大搞 (三线)建设!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
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反映了我国与国际经济联系逐渐加强的趋势&

!"#"!!我国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的增长幅度长期超过SQL的增长幅度!根据国际著

名经济学家 _4里昂惕夫’*4卡特’+4佩特里研究!(从%9$#年到!###年!$国际%总的

贸易实物量预计将增长8倍!即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9K&这比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平

均增长;4:K的速度要高)&他们由此认为 (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世界经济高速和均衡

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同样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8年和

%9"8年相 比!我 国 东’中’西 三 大 地 带 对 外 贸 易 总 量 分 别 上 升 了8$<49:’<$94<!和

!""4$"倍#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上升了88498’<!4:%和<;4"$倍&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和

国民生产总值的差额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东部"辽宁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福建 广东 海南#中部"黑龙江 吉林 山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西部"内蒙古 陕西 新疆 甘肃 西藏 广西 云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青海 宁夏&



!"期 鲁!奇 等"%9"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其地域格局的演变态势 %!;9!

!"#"$!我国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特征分异明显+基本地域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年

来!我国东部地带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带&东部地区对外贸

易占全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始终在:#K以上!远超过中’西部地区!!##8年更超过9#K&
东部地区对外依存度从%9"8年到!##8年增长%#倍多!表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

深化!对外贸易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我国各省对外贸易地域格局演变的N%值分析

!!我国对外贸易不仅出现三大区域的巨大差异!而且各个省份也表现出很大差异&);
值是指我国进口或出口所占比重最大的四个省市进口或出口所占比重之和!可以用);值

来论述我国各省市进出口贸易的差异*%+&

!"!"#!我 国 各 省 市 出 口 贸 易 地 域 格 局 演 变 的N%值 分 析!从 出 口 看!我 国%9"8’%9$%’

%9$:和%9:8年集中在天津’广东’辽宁和上海 $表!%!这四年的);值分别高达$:4%K’

$:4"K’$#4%K和8"4$K&%99!年福建代替天津进入前四位!);值是"%4!K&!##8年出

口集中在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值是$;4;K&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我

国出口国内 分 布 地 理 集 中 度 比 较 高!改 革 开 放 以 后!出 口 地 理 集 中 度 有 所 分 散!但 从

%99!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出口地理集中度又出现集中的趋势&
表!!各省市进口,出口贸易额占总进口,总出口的比重 %U&

C0/"!!L.373.)*3138*;73.),,E73.)).0:,38,0=D7.3-*1=,%;’1*=*70(*)9&)3)3)0(*;73.),,E73.)*1OD*10%U&

天津 广东 辽宁 上海 山东 江苏 $云南% 福建 浙江 北京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9"8 %"4$ :4: %84! !;4; :4$ <$48 ;< 84%

%9$% %;4! !# %$4$ !; 94< <$4; !"4< "

%9$: 94% %;4! %;4" !<48 %" :4% <#4; %84<

%9:8 94$ %!4! !8 !#49 %<49 %:4$ %:4" ;4%

%99! ;#48 8;48 $48 $49 84; 84: 84< "4!

!##8 <"4$ <;4: $4% 84" %9 %94! %%49 %$4;

!"!"!!我国各省市进口贸易地域格局演变的N%值分析!从进口看!%9"8’%9$%和%9$:
年!天津’广东和上海都位于前四位!%9"8’%9$%和%9$:分别进入前四位的是山东’云

南’辽宁&这三年的);值分别是:%4<K’$"4<K和"%4%K&%9:8年进入前四位的省市是

广东’上海’山东和江苏!);值是""4;K&%99!年和!##8年进入前四位的省市分别是广

东’上海’山东’福 建 和 广 东’山 东’江 苏’北 京!这 两 年 的 );值 分 别 是$%49K和

$$K&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进口国内分布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初期!稍微显示出比较分散

的趋势!但从%99!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完善!进口地理集中度又出现集

中的趋势&这一进口变化趋势同出口变化趋势类似&研究发现!除%9$%年云南省进口额

进入前四位外!其他进入前四位的省份都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见!我国的对外贸

易不仅表现出东’中和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差异!而且省市之间分布也极不平衡&

!"$!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域格局演变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渐进式贸易发展!国际贸易的地域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本文按洲别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从出口看!根据基础数据计 算 结 果!对 亚 洲 的 出 口 占 绝 对 优 势!%9:#年 为8#4;K!

%9:8年达到最高值$"4:K&进入9#年代呈现出下降趋势!!###年以后出现了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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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8年下降到;:4%K&对欧洲的出口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整个:#年代和9#年

代基本维持在%!4"K"%:4<K之间!!##8年进一步上升到!%4$K&对北美洲的出口同样

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在:#年代和9#年代基本维持在"4%<K"!!4$:K之间!!##8年达

到!!49K&对非洲的出口维持在#49K"!48K之间&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从%4%K逐渐上升到<4%K&对大洋洲的出口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从#4$K上

升到%4$K&

!!从进口看!从亚洲的进口一直占绝对优势!:#年代和!###年以后一直保持在"#K以

上!!##8年达到""49K!整个9#年代保持在8#K以上&从欧洲的进口在:#年代和!###
年以后保持在%;4"K和%:4%K之间!在9#年代维持在!%4%K和!;4%K之间&从北美洲

的进口在:#年代和9#年代维持在%#4%K和%84%K之间!!##8年下降到:48K&从非洲

的进口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从%9:#年的#4"K上升到!##8年的<4!K&从拉丁美洲

的进口保持在!4<K和;4%K之间&从大洋洲的进口保持在!4%K和!4$K之间&

!!为进一步探讨我国进出口国际分布的整体情况!以考察其变化轨迹及集中趋势!引入

进出口国际地理分布集中度作为衡量指标!即&?B?7,?MNIP=>B系数*%+"

!! *</ ’%## %
=

4’%

$<4/
</
%!
!!!!!!*#/ ’%## %

=

4’%

$#4/
#/
%!
!

!!式中!<4/和#4/分别为输入到4区域第/期的出口值和来自4区域第/期的进口值!</
和#/分别为第/期总出口值和总进口值&一般认为!该值越大!表示某类商品的进出口越

表$!进,出口商品国际地理

分布S*1*+V*.<=D;01系数

C0/"$!O3,88*=*,1)38S*1*+V*.<=D;01
38*;73.),,E73.)=3;;3:*)9
*1),.10)*310(5,35.07D*=(093’)

出口 进口

%9:# "%Z88 8<Z9!

%9:8 $:Z! $#Z"9

%99# $<Z9% "%Z8$

%998 ""Z! ";Z;!

!### "#Z;9 ""Z8!

!##8 8$Z$ "9Z!8

是集中在少数区域!受少数市场的影响就越大&

!!我国出口商品的集中度在:#年代逐渐增加!表

明我国对 亚 洲 的 出 口 在 上 升!而 对 欧’美 的 出 口 在

下降&%99#年以后!我国出口商品的集中度 在 逐 渐

下降!表明 我 国 对 亚 洲 的 出 口 在 下 降!而 对 欧’美

的出口在上升&我国进口商品的集中度在:#年代逐

渐上升!表明 我 国 对 亚 洲 的 进 口 在 上 升!而 从 欧’
美的进口在下降&%99#年以后!我国进口商 品 的 集

中度经历了 突 然 的 下 降 后 缓 慢 上 升 的 情 况!表 明 我

国从亚洲 的 进 口 大 幅 下 降 后 缓 慢 上 升!而 从 欧’美

的进口在经历了上升后逐渐下降的趋势*9"%!+&$表<%

!"%!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演变特征

表%!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构成 %U&

C0/"%!O3;73<*)*3138*;73.),,E73.)=3;;3:*)9<).’=)’.,*1OD*10%U&

%9:# %9:8 %99# %998 !### !##8

出口 初级产品 8#4< 8#48" !8489 %;4;; %#4!! "4;;

工业制成品 ;94$ ;94;; $;4;% :848" :94$: 9<48"

进口 初级产品 <;4$$ %!48! %:4;$ %:4;9 !#4$" !!4<:

工业制成品 "84!< :$4;: :%48< :%48% $94!; $$4"!

!!进出口商品结构反映出我国充分利用 (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参与

国际分工!发展自身经济的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

变化&出口方面!改革 开 放 前 期!初 级 产 品 和 工 业 制 成 品 所 占 比 重 比 较 稳 定!维 持 在

8#K左 右!但 随 后 初 级 产

品 表 现 出 持 续 下 降!而 工

业制 成 品 表 现 出 持 续 升 高

的趋 势&!##8年!初 级 产

品 所 占 比 重 仅 占 "4;;K!
而工 业 制 成 品 所 占 比 重 高

达9<48"K&进口与出口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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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变化趋势不同!%9:#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所占比重分别是<;4$$K和"84!<K&此后!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K左右!而

工业制成品比重维持在:#K左右 $表;%&

!!我们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商品分类的原则!将我国进出口商品分为食品及主要食用的活

动物!饮料及烟草!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腊!化学

品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和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产品以

及未分类的其 他 产 品 十 大 类!然 后 引 入 出 口 和 进 口 商 品 集 中 度 两 个 衡 量 指 标!用 &?B?7
,?MNIP=>B系数表示!分别为"

*#/ ’%## %
0

&’%

$#&/
#/
%!
!!!!!!!*</ ’%## %

0

&’%

$<&/
</
%!
!

!!式中!#&/和<&/为第&种商品类别第/期出口值和进口值!#/和</为第/期总出口值和

进口值&一般认为!该值愈高!表示进,出口受少数商品类别的影响愈大!也易受到国际

宏观经济波动与贸易国政策调整的影响*%+&
表H!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的S*1*+V*.<=D;01系数

C0/"H!O3,88*=*,1)38S*1*+V*.<=D;01
38*;73.),,E73.)=3;;3:*)9

<).’=)’.,*1OD*10

出口 进口

%9:# ;%4<$ ;!4:"

%9:8 <94:" 8#4#9

%99# <:4:9 ;!4:$

%998 ;:4"! ;<4:!

!### 8%4;: ;:49!

!##8 884$$ 8#4!%

!!从 出 口 看!%9:#年’%99#年 和!##8年 相 比!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集中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

势!从;%4;下 降 到<:49!之 后 又 上 升 到884: $表

8%&%9:#年和%9:8年我国出口集中在食品及主要食

用的活动物 $%"48K和%<49K%’矿物燃料’润滑油

及有关原料 $!<4"K和!"4%K%及 轻 纺 产 品’橡 胶

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4%K和%"4;K%&%99#
年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食品及主要食用的活动物

$%#4"K%’杂 项 产 品 $!#4;K%和 轻 纺 产 品’橡 胶

制品’矿 冶 产 品 及 其 制 品 $!%4$K%&!### 年 和

!##8年 出 口 的 商 品 主 要 集 中 在 机 械 及 运 输 设 备

$<<4!K和;"4!K%’杂 项 制 品 $<;4"K和!848K%
及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4%K%&从进口看!从%9:#年到%9:8年!
我国进口商品结构集中度从;!49上升到8#4%!%99#年下降到;!49!然后再呈上升趋势!

!##8年上升到8#4!&%9:#年我国进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非食用原料 $%$4:K%’轻纺产

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4:K%和机械及运输设备 $!84"K%&%9:8’%99#’

%998’!###和!##8年五年中我国进口的商品都主要集中在化学及有关产品’轻纺产品’
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三大类&化学及有关产品呈波动变化的趋

势!五年所占 百 分 比 分 别 是"%#4"’%!48’%<4%’%<4;和%%4:#轻 纺 产 品’橡 胶 制 品’
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五年所占百分比分别是"!:4!’%"4$’!%4:’

%:4"和%!4<&机 械 及 运 输 设 备 大 体 呈 现 上 升 的 趋 势!五 年 所 占 百 分 比 分 别 是"!84"’

<:4;’<%4"’<949’;#4:和;;4#&

<!中国对外贸易及其地域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

!!研究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外贸发展及其区域格局演变的原因作出解释"$%%
国家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思路及其转变#$!%三大地带区域综合生产力水平对空间区域差

异格局的影响#$<%区位因素在现代经济社会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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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思路及其转变

!!%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施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进一步改变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文化’科技交往的思路与方式!扩大了与外部世界的

交往&但是!计划经济阶段和市场经济阶段仍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我国近;#年全国以及

各地区对外贸易总量普遍长期增长’对外依存度持续大幅提高!就是由这样的基本背景所

决定的&所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下国家发展战略思路及其政策措施进一步向沿海地区倾斜!
进一步促进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视轻’重工业协

调发展的产业政策!促进了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轻工业发展!进而促进其对外贸易

发展!而使以重工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处于劣势&$!%市场化改革使劳动力’资金’技

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流到回报率高的东南沿海地区!更加剧了与中’西部

地区的差距&$<%国家出口导向模式政策使东部地区在制成品出口上获得了国家优惠政策

支持!使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利地位&而东部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吸收

外资!扩大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制成品出口!形成了良性循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

强化使西部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

$"!!区域综合生产力的本底水平

!!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综合生产力水平对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个综合

生产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概括而言!这个综合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状

态 $包括其区位条件’交通条件%’实物资本状况 $包括技术状况和使用技术的知识水平

和熟练程度%’人力资本情况 $包括教育水平’知识水平’一般的世界观和观察事物的眼

界%!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制度’政策’管理水平等一系列上层建筑设计的合理和公平程

度等等&我国的资源分布情况是"在自然资源方面!从大到小依次为西’中’东部#资本

丰裕程度上!从大到小依次为东’中’西部#就人力资本而言!从大到小依次为东’中’
西部*%;!%8+&我国中’西部地带虽然具有自然资源优势!但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人 力

资本和实物资本所起作用要大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况且那里也存在着很多不利 因 素&例

如!由气候和土地条件等综合构成使得土地承载力较低&因此!中’西部地区由这些因素

所构成的区域综合生产力本底水平本身就远低于东部地区&我国地域经济分工和贸易状况

也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格局*%"+&

$"$!区位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根据冀朝鼎的研究*%$+!我国古代社会 (基本经济区)在唐’宋时代完成了由黄河流

域向江南地带的转移&沿海地带经济区开发与发展大体始自元’明’清时期!这可以看作

是我国 (基本经济区)在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和东’西方文明撞击时期的又一次转移&而这

次 (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恰使中国经济前沿地带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中国扩张的前沿地

带相重叠&从此开启了此后中国沿海经济区与内陆经济区’相对现代经济区与传统经济区

(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自从近代社会以来!我国沿海地带经济大多是向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学习和接轨的相对现代经济&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

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东南沿海

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较新!更具有现代意识!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了基础条件和社会背景&沿海地带拥有中’西部地带相对缺乏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便利接触的优越地理位置&沿海地带气候适宜!面向大海!便于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很

多 (侨乡)!背靠大陆!物产富饶!为引进外资打下了良好基础&总之!优良的港口’便



!"期 鲁!奇 等"%9"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及其地域格局的演变态势 %!8<!

利的交通’深广的腹地’灵通的信息!成为东南沿海省市加速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是

中’西部内陆和边陲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时间晚!面积小!沿边

开放的邻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我国&这种区位优势缩小了沿海地区发展对外贸易的成

本!从而加剧了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差距&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是"

!! $%%从纵向时间尺度看!8#多年来以 (强国梦)为基础的国家发展战略思路及其制

度政策长期以来是激励全国范围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展战略思路的

改变及相应的制度’政策变化则进一步加快了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

对外交往较为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出

现了大幅增长证实了这一点&

!! $!%但是!从横向空间尺度看!全国对外贸易的地域差异格局并未产生根 本 变 化&

;#年中!东’中’西地带对外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的相对比重除个别时期的小幅变动

外!其余则没有变化&这样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格局是由区位作用和区域综合

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有其必然的客观性&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发展战略进

一步向东部地区倾斜!东部与中’西部地带的对外贸易差异格局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这与

我国东’中’西部地带&J+总量的差异格局演变情况是一致的!而且沿海地区对外贸易

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高于其&J+占全国的比重!这说明外向型经济对拉动东部地区的经济

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各省市情况来看!从%9"8到!##8年我国各省市进,出

口额位居前四位的除%9$%年云南省的进口外!其余均位于东部地区&

!!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占绝对优势!但相对地位在逐渐变化&:#
年代我国对亚洲的进,出口在上升!对欧’美的进,出口在下降 &9#年代!对亚洲的出口

在下降!对欧’美的出口在上升&从亚洲的进口大幅下降后!缓慢上升!而从欧’美的进

口在逐渐下降&

!!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各区域综合生产能力的普遍提高!对外出口商品结构

呈现初级产品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而进口商品结构与出口商

品结构变化趋势不同!%9:#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分别是<;4:K和"84!K&
此后!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K左右!而工业制成品比重维持在:#K左右&

参考文献!
*%+!朱钟隶!杨宝良4我国进出口贸易格局的演变及其影响4国际商务研究!!##;!$<%"%8"%94
*!+!单永旭!陈振勇!张孟增4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特点及原因分析4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

$!%"%""!%4
*<+!邹正方!杨涛4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4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94
*;+!李钊!王舒建4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4商业研究!!##<!%<"%%"%;4
*8+!孙玉琴4我国外贸制度变迁的劳动就业效应4特区经济!!##8!9"<9";#4
*"+!+P?3?EE?H?N&!0>BDG>B*-4*B>B>3VN?N2@[AMI2NGMeNMAC?2B>3OM>H?BC>MM>BCA=ABON4_2M3H’I2B2=V!!##$!<#$<%"

8#;"8<%4
*$+!&23HNOA?B\/!)?6AMNJ!U2=Q[4-BNO?OGO?2BN?B?BOAMB>O?2B>3MA3>O?2BN"]BHAMNO>BH?BCOPAA@@AION2@OPA&*UU

>BHOPA_U(2BR2M3HOM>HA4-BOAMB>O?2B>3(MC>B?Q>O?2B!!##$!"%$%%"<$""$4
*:+!)2SNO\!+23>IPAF0!.P>BC‘.4&A2CM>EP?IEM2Y?=?OV!OM>HA!>BH?BOAMB>O?2B>3I2B@3?IO,I22EAM>O?2B4.2B@3?IO



%!8;! 地!!理!!研!!究 !"卷

[>B>CA=ABO>BH+A>IA0I?ABIA!!##$!!;$%%"%"!;4
*9+!LM?AH040OMABCOPAB?BCOPAM23A2@OPA]0.2GMO2@-BOAMB>O?2B>3UM>HA?BPA3E?BCOM>HA7>@@AIOAHR2MFAMN4)GOCAMN

/>R)A6?AR4!##"!8:$<%"$;$"$$"4
*%#+!*3ANN>BHM?>&!.P2?,4J2NGBFI2NON2@AYE2MO?BC=>OOAM@2MBAOAYE2MOHVB>=?IN/bG>MOAM3V\2GMB>32@’I2B2=7

?IN!!##$!%!!$%%"!:9"<<"4
*%%+!UGBI&-!UGMGO7*N?F0!*FS2NO>BI?’4.(!A=?NN?2BN6N4.(!MANE2BN?S?3?OV"*B?BEGO72GOEGO>EEM2>IP@2MOPA

UGMF?NPAI2B2=V4’BAMCV+23?IV!!##$!<8$!%":88":":4
*%!+!dMA>G04-BI2=A?BAfG>3?OV>IM2NN.>B>H?>BEM26?BIAN?B>BAM>2@C32S>3?Q>O?2B"’YE3>?B?BCMAIABOOMABHN4.>B>H?>B

&A2CM>EPAM7&A2CM>EPA.>B>H?AB!!##$!8%$%%"$!"9#4
*%<+!周燕4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剩余劳动力转移4人口与经济!!##<!$<%";8";94
*%;+!杨海水!赵大平!范方志4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比较4统计与决策!!##"!"$下%":%":<4
*%8+!王传荣!安吉奎4国际贸易影响就业的路径分析4山东财政学院学报!!##"!$;%";#";<4
*%"+!张学政4世界贸易地理概论4武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99"4
*%$+!冀朝鼎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4

CD,:,-,(37;,1)38OD*10-<83.,*51).0:,01:38
*)<.,5*310(:*<).*/’)*31=D015,$#BRH!!AAH%

/]b?%!T,*5&.P>27V>BC%!!!J]*5\G>B%!!

$%4-BNO?OGOA2@&A2CM>EP?I0I?ABIAN>BH5>OGM>3)AN2GMIAN)ANA>MIP!.*0!dA?D?BC%##%#%!.P?B>#

!4&M>HG>OA0IP2232@OPA.P?BANA*I>HA=V2@0I?ABIA!dA?D?BC%###<9!.P?B>%

4/<).0=)"UP?NE>EAM!RP?3AIABOAM?BC2BOPA>B>3VO?I>3NG==>MV2@OPA?BIMA>NAN2@OPA@2M7
A?CBOM>HACM2NN?B.P?B>eNH?@@AMABOMAC?2B>3GB?ONN?BIA%9"8!>BH2@OPAIP>M>IOAM?NO?IN2@
OPA?BIMA>N?BC?BHAEABHABIA2BOPA@2MA?CBOM>HA>BH2@OPAN?OG>O?2BN2@OPAMAC?2B>3H?NOM?7
SGO?2BIP>BCAN!>B>3VQANOPAS>N?IH?MAIO?2B2BOPAIP>BCA2@OPAAYE2MOEM2HGIONOMGIOGMA!

>BHEM2SAN?BO2OPA@A>OGMAN2@.P?B>eN@2MA?CBOM>HA>BHOPA@2M=>O?2B>3I>GNAN2@OPAMA7
C?2B>3H?NOM?SGO?2B2@OPA@2MA?CBOM>HA!>BHOPAMASVI2=ANO2NA6AM>3I2BI3GN?2BN"$%%

IPM2B232C?I>33V!OPA@2MA?CBOM>HACM2NN>BHOPA?BHAEABHABIA2BOPA@2MA?CBOM>HA?B.P?B>
eNH?@@AMABOMAC?2BNN?BIA%9"8>MA2BOPAR>V2@?BIMA>NA!>BHOPA?BIMA>N?BCM>OA2@OPA@2M7
A?CBOM>HA?N@>NOAMOP>BOPA>BBG>3?BIMA>N?BCM>OA2@&J+#$!%NE>O?>33V!OPAMAC?2B>3H?N7
IMAE>BIV2BOPA@2MA?CBOM>HASAORAABOPAMAC?2BN2@’>NO.P?B>!-B3>BH.P?B>>BH_ANO
.P?B>!IP>BCAN3?OO3A!>BH>OR2MNO!R?OPOPAHA6A32E=ABO2@OPA=>MFAOAI2B2=V!OPA
@2MA?CBOM>HA?B-B3>BH.P?B>>BH_ANO.P?B>NP2RNOPAOABHABIV2@3>CC?BCSAP?BH4’>NO
.P?B>2IIGE?ANOPA3?2BeNNP>MA?BOPA>=2GBO2@OPA?=E2MO7AYE2MOEM2HGIO!>BHR?OPOPA
@GMOPAMHA6A32E=ABO2@OPA=>MFAOAI2B2=V!OP>O>H6>BO>CA?B?=E2MO7AYE2MOOABHNO2
B2MOP7OGMB7O27N2GOPH?MAIO?2BR?OP?BOPAMAC?2B2@’>NO.P?B>4*SM2>H!OPA>SN23GOA>H7
6>BO>CA2@’>NO.P?B>eN@2MA?CBOM>HAOP2GCP?NNO?33@?M=?BOPAMA>3=2@*N?>B=>MFAO!?ON
NO>OGN?N2BOPAHAI3?BA4

>,963.:<"@2MA?CBOM>HA#MAC?2B>3H?NOM?SGO?2B#IP>BCAN#.P?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