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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的规模
日益增加，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但是，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贸易条件存在恶化倾向，出口商品结构偏低，出口地区结构
过于集中，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严峻，外贸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优化我国外贸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继而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
开放型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外贸出口、引进外资双双大幅下挫，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冲击尤甚。
危机的冲击更是警示我们，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势在必行。
优化外贸结构，有利于缓解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有利于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毫无疑问，外贸结构问题特别是出口结构是我国对外贸易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直接关
系到我国能否顺利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魏浩博士的专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研究》，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
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该书不仅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实证分析给读者提供了我国外贸出口结构演进的现实图景，而且在理
论上颇有创新，对我国优化对外贸易出口结构，也很有政策性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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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根据wT0的统计：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7
．88％，位居世界第三位，出口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为8．9％，位居世界第二位
；进口总额为1．13万亿美元，占世界进口的比例为6．9％，位居世界第三位。
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及其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例如，国际贸易摩擦急剧增加、对外资的依赖日益凸显等等。
这些现象不仅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还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外贸安全，甚至关
系到我国经济转轨能否顺利完成。
    因此，我国应该根据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进一步树立全球战略意识，积极参与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进一步实施以质取胜的战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在
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
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
    基于此，本书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进行了研究。
本书在详细分析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比较优势、出口国际地区结构和出口国内地区结构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了我国出口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优化我国出口结构的政策建议。
    具体来看，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结论主要有：    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1)从影响我国经济
长期发展的因素来看，内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内需的作用最大，内资的作用其次，出口和
外资的作用居于其后。
进口不是GDP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进口与GDP的相关系数为负。
内需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大约是出口的4．5倍。
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cDP增加0．17％。
(2)从影响我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因素来看，预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一期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预
期)对经济波动影响最大，当期内需和出口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比较大，当期进口对经济波动根本没有
影响，当期外资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小，上一期内需的变化(预期)会对经济波动产生负面影
响。
出口每增长1％，会导致本期经济增长0．1％。
(3)从对经济的动态影响来看，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明显，进口的长期效应明显，FDI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不如进出口贸易，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效应不如FDI显著，但是，
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却明显大于FDI，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效应为负，但
长期效应为正。
(4)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最大，进口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外资
对GDP的贡献率逐渐下降，内资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增加，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一直比较小。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1)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同时期，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同，工业制成品
在我国出口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时期，不同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地位不同。
从宏观结构来看，在1980—2007年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并
日趋占主导地位。
工业制成品出口主导产品逐渐由第7类(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转变为第8类(机械及运
输设备)，第8类商品所占比例1996年超过第7类商品、2001年超过第9类(杂项制品)商品，逐渐成为我国
出口支柱产品。
2007年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为94．95％，第8类商品所占比例为47．39％。
从微观结构来看，在1992一-2007年间，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和第16类(机械设备)一直是我国
出口最多的两类商品，1998年以前，第11类商品一直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1998年第16类商品首
次超过第11类商品并一直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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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16类所占比重为43．42％，第11类所占比重为13．84％，两者之和为57．26％。
总的来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商品构成更加集中于少数几种商品。
(2)在1992一-2007年间，加拿大、日本、中国、德国和墨西哥是美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地。
在1993—2001年间，我国一直是美国第四大进口国，2002年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进口国，2003年超
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进口国，2007年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国。
1992年我国所占份额为5％，2007年所占份额为16．4％。
从微观结构来看，我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构成变化主要集中于第11类、第12类和第16类等3种商品
。
自从1994年以来，第16类商品一直是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第16类商品所占份额从1992年
的9．22％上升到2007年的46．35％。
我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日益集中。
从我国出口美国十大商品类别的地区构成来看，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在美国各类商品进口总额中占据较
大的份额，第5大类(鞋靴、伞等制品)商品所占份额最大，达到了73．4％，其次是第7类(皮革制品、
箱包)商品，所占份额为65．8％，第2大类(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商品所占份额也达到了63．8％。
墨西哥、意大利、加拿大和印度等国是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3)从制成品的出口结构来看，不管是在世界市场上还是在美国市场上，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我国制
成品的出口中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所占比例都超过40％，，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占我国全部制成
品出口份额超过20％，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占我国全部制成品出口的15％左右。
另外，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所占份额都表现为增加的态势，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都表现为下降的态势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都表现为基本不变的态势。
(4)我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占美国的市场份额都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所占市场份额最高，所占市场份额从1999年的44．55％上升到2003年的62．34％；
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次之，所占市场份额从1999年的13．31％上升到2003年的24．12％，其中，电子和
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在美国所占市场份额上升的速度最快，所占市场份额从1999年的8．61％上升
到2003年的19．01％；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最低，所占市场份额从1999年的11．74％上升到2003年
的19．12％。
(5)从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占美国市场份额的对比来看，2003年，在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中，中国占
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所占份额为62．34％，亚洲“四小龙”为17．2％，东亚四国为13．51％，日本只
有5．85％；在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中，日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所占份额为53．85％，亚洲“四
小龙”为16．9％，东亚四国为5．56％，中国只有19．12％；在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中，中国、亚洲
“四小龙”、日本所占份额都在23％，左右，东亚四国为16．9％，各地区相差不是很大。
(6)从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关系，两者之间存
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GDP增长的原因，但是GDP的增长不是出口商品结构变化
的原因，出口商品结构每提升1％，经济增长将上升0．38％。
     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1)2002年在中国向世界出口的144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品(cA>1)共62种，占全部产品的43．06％，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23)有18种。
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商品是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
在44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中，有34种具有比较优势，其中，6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14种具有显著的
比较优势。
(2)2003年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44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RcA>1)共40种，占全部制成品
的27．8％，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23)有8种。
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商品也是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
在44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中，有22种具有比较优势，其中，6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7种具有显著的
比较优势。
(3)我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最具有比较优势，相当数量的中等科技含量和高科技含量制成品已经在世界
市场和美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部分产品还呈现出较强或显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3类产品在世
界市场和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布状况存在较大区别，主要表现为：中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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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在美国不仅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种类比较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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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产品内分工导致贸易流向不对称。
在产品内分工时代，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把技术研发、品牌运营等高端生产工序放在发达国家
，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零部件等中高端生产工序放在经济高收入体，把劳动密集型等低端工序放在发
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贸易体系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从出口原材料转变为出口制成品，发达国家从出
口制成品转变为出口零部件，发达国家从进口原材料转变为进口制成品，全球贸易流向变为：发达国
家出口高端零部件给经济高收人体一经济高收人体出口半制成品给发展中国家一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
品给发达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三角贸易”。
在这个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流向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国家形成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贸易顺差。
名义上发展中国家是顺差，实质上这种顺差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
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就会导致发达国家会以此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贸
易摩擦。
一般来说，由于原产地规则等原因，导致承接加工组装工序的发展中国家遭受的贸易摩擦较多。
　　在全球范围内，贸易救济措施被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成为主要手段。
1995年以前，全球有19个国家（地区）进行反倾销立法，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只有12个；而2006年20多
个国家进行了反倾销立法，占世贸成员的80％以上，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达到42个。
如果再加上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贸易救济立法的国家或地区将涵盖世界上全部的主要贸易国，也意味
着90％以上的世界进出口贸易受到贸易救济措施的潜在影响。
根据WTO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6年年底，42个WTO个成员共提起反倾销立案3044起，反补贴立
案191起，保障措施15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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