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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

济一个重要的助推器。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消费、投资、出口

三大因素来拉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我国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要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尚存

在诸多的问题，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

一、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使经济迅速发

展。1978年我国的GDP为3624.1亿元，到了2005年我国的GDP

就增长到了182321亿元，是1978年的50.3倍，国内生产总值连

续二十几年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奇迹”。与

此同时，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尤其是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对我

国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1978 年出口额的97.5 亿美

元增长到2005年的7620亿美元，27年的时间出口额增长了约78

倍，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额的增长曲线大

体一致，二者都是经历了一个平稳增长期（1978元～1990年），然

后进入快速增长期，每年都有较快增长，1991年GDP为21617.8

亿元，1993年为34634.4亿元，1996年为67884.6亿元，2001年为

97314.8亿元，2005年为182321亿元，这15年时间增长了约8.4

倍；我国的出口额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91年出口额为

3827.1亿元，1993年为5264.8亿元，1996年为12576.4亿元，

2003年已达到36299.5亿元，2005年为63067.3亿元，15年间增

长了约16.5 倍。由此可见，二者的相关性很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及《中国经济贸易年鉴2004、

2005》相关资料处理完成。下同。）

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愈来愈大（参见下表）。

改革开放后五年计划期的增长贡献的分解（％）

注：1)不包括2005年；2）按现价计算平均。资料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2004。

由表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主要由净出口带动

崛起，主要年份净出口带动是非常明显，特别是经济增长慢的年份，

净出口带动更是明显，出现了（1994年、1995年、1997年）投资＋

净出口贡献超过消费的情景。从结果看，中国从1990年中期就已经

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大国，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日益

加深。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保持年均

0.2%的增长，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国

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二、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2004年世界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进出口额、出口额和

进口额世界排名均为第三，我国出口在世界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上升

到6.5%。2005年我国的货物贸易出口增幅28％，进口增幅18％，

进出口均继续排名世界第三位，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3％和6.1％。

这说明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尽管如此，我国还不是贸易强国，

在庞大的外贸总量背后，我国出口质量和效益不高等深层次问题并

未得到根本解决，在继续发展出口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1.出口贸易对单一市场依赖程度较高

我国出口商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仍较高，尤其是中低端产品

的出口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改革至今，我国主要出口市场仍然集

中在美欧和以日本、中国香港特区、东盟为代表的亚洲市场。商务部

发布的2006年度《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共涉及美国、加拿大、墨

西哥、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

宾、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南非、埃及、尼日利亚、肯

尼亚等25个贸易伙伴。2005年，我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出口额约占

我国出口总额的71.2%。在这25个贸易伙伴中，除了中国的周边地

区，大部分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

等。这说明我国的出口市场仍旧比较单一，过度依赖少数国家。一旦

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出现任何问题，我国的出口就会受挫，从而给经

济发展造成损失。例如，美国是我国的最大出口国，我国出口增长和

美国GDP增长之间高度相关，而美国多年来的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

赤字”使其经济持续增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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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消费增长放缓将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

2.外资企业占出口比重较高

加入WTO 后，我国经济中的外资比重逐步上升，甚至在一些

领域已形成优势。我国利用外资占GDP 的比重已超过40%，大大

高于其他亚洲国家。在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55.48%，明显高于其他外向型国家（马来西亚为45%、新加坡为

38%、墨西哥为31%、韩国为15%）。据海关统计，我国出口贸易

中大约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2003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出口

总额的54.83%。 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3386.1亿美元，占中

国出口总额的57.1%，其中由外资企业出口的加工贸易产品占中国

全部出口的44.9％。2005年我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及出口

额最大的200家企业名单中，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占62.5%，在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

60.8%，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说

明我国经济的外资化倾向加剧，潜在的市场风险也可能加大。

3.出口的商品层次较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

占出口贸易比重大，技术附加值不高

我国出口的商品层次不高，大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

如服装、鞋、纺织品、玩具等。2005年我国服装出口739亿，纺织品

出口411亿,鞋类出口190亿,塑料制品出口113亿，旅行用品及箱包

出口73亿。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初级产品占很大比重，产品技

术含量低，产品的替代弹性小，由此决定了我国出口的商品层次较

低，导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且易受国际市场的冲击。

我国出口的商品之所以层次较低，就是因为我国的优势产业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最近几年来我国的出口分类情况看，以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超过50%，2004年加工贸

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2005年占54.66％。由此可见，

我国出口贸易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经济发达

地区相继成为国外加工贸易的基地，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但是这一状况持续到现在却显露出了很多弊端，最重要

的就是未能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许多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生

产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车间，核心技术并没有被我们掌握。

近几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我国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到2182亿美元，是2001年的3.7倍；在出口

中所占比重从17.5％提高到28.6％，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但

是，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中的比重还不高，

而且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类企业中大多是外商投资企业，三资企业

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中占将近85%。我国出口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不足，主要高新技术产品还属于依赖国外核心技术的加工

品，出口的很大一部分高新技术产品技术附加值不高，仍处于“来

料加工”阶段，我们得到的主要是微薄的劳动报酬，大部分利润

都归于知识产权的持有者和国际经营者。

4.忽视环境因素，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比重较

大，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目前，环境因素日益渗透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影响到贸易、投

资等诸多方面。在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既可以成为促进出口、向

国外投资的压力，又可以成为限制进口和引进外资的非关税壁垒。

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我国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比

重较大。资源类产品过多的出口，短期内容易加大国内“煤电油运”

紧张的矛盾，长期内将加大国内环境、资源的压力，不利于国内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而且

目前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存在着产品成本低估现象。

以钢坯、铁合金为例，如今的出口价格只反映供求关系，而没有全

面体现出资源、环境、安全等社会成本。此类产品出口在资源消耗、

环境污染方面造成的损失，甚至比出口获得的效益要大得多。当前，

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

但总体而言，由于这些行业前几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投资增

长过快，已形成较大生产能力，控制这些产品出口的难度较大。

三、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针对这些问题，要实现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

1.积极推动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经济

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一国经济出现问题，很快会辐射到其他国

家，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拓展、扩大出口市场，争取与更多的国

家和经济体合作，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努力推

动我国的出口市场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惟有如此，我国的出口

企业与产业才能够经得住世界市场的风吹雨打，才能够在经济危

机爆发时，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提高出口商品的层次，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本

国技术含量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要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层次，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比较

利益，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将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放在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上，通过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新技术产业，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对于我国

的传统产业也要提高其技术含量，增加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

值，使高新技术产品培育和开发成为新的出口贸易增长点。

同时，企业是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主体，是开拓国际市场

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不

要说到国外开拓新市场，现有市场也会丧失。实力雄厚、竞争力

强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是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

因此，要把做大做强作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重点，瞄准国内外

一流企业，坚持市场导向，按规模经济要求，以优势企业为龙头，

以优势资产为纽带，以名牌产品为核心，通过资产重组、资源整

合、股份制改造、与外企合资合作和规范上市，着力培育一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减

少对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的依赖程度，使之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与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成为出口企业的生力军。

3.要严控“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

口

我国资源并不丰富，资源类产品所处的一般又是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为了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国家先

后采取了增加出口税、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禁止部分

产品开展加工贸易等措施。为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和国内煤、

电、油、运紧张的矛盾，我国应继续加强对包括资源性产品在内

的“两高一资”商品的出口调控，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调

控由市场向生产环节延伸。

总之，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

实现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的

问题并加以解决，使之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

设，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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