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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促进我国对外贸

易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显现外资企业

所占比重较大；主要经营模式是进料加工；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

海地区等特点，同时呈现加工贸易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趋

势。加工贸易顺差过大，贸易摩擦日渐加剧；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

端；加工配套能力不强，产业增值率低；“飞地效应”明显；加工贸易内外部结

构失衡；加工贸易监管存在问题。加工贸易发展中的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转型升级

来解决。 

文章首先从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产业转移

理论以及我国对于加工贸易的研究这四方面介绍了加工贸易转型的理论基础，进

而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国际背景；从总量及结构等方面分析我国加工

贸易发展现状；结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相关经验，运用相关理

论具体提出了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指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应

当在产品、产业、区域到加工贸易主体进行全方位升级。我国主要靠劳动力资源

优势承接国外以投资的方式转来的产业的，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

持。本文从优化加工贸易企业结构；促进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延长加

工贸易国内价值链，加大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加强产业政策区域导向，引导

加工贸易向内地梯度推进；加大对加工贸易的风险控制，实现加工贸易外部市场

多元化；建立高效的加工贸易管理体制等方面较全面地提出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转

型升级的策略。 

 

关键词：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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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8, the processing trade has developed greatl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have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in China. Feeding processing 

trade is the main business model. It’s out of balance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among 

many areas actually. There is a big disparit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mid-west area 

on both the scale and the speed of the development. It is the trend from 

labour-intensive products to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 And many issues such as 

processing trade surplus ; trade friction; un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low level is 

increasingly revealed. Thus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in our country. Hence, the author begins this paper from relevant 

theory in four aspec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H-O theory, 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heory. Then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nternational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transfer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processing trade.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lative theory, the 

route to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in our country are 

presented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or areas experience in processing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Moreover,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f processing trade are presented. That is, 

increasing the connection of relevant industry to eliminating “flying effect”; 

improving policies to attract investment and to induce investment to high value-added 

sectors;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processing trade; displaying 

Industry Cluster advantag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E clusters; forming 

supplementary well-cooperated processing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 in east and 

mid-west in our countr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upervision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processing trade. 

 

Key words： Processing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solution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2 

第三节 研究内容 ······································································································8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说明 ··········································································9 

第五节 本文可能的贡献 ··························································································9 

第二章 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11 

第一节 我国加工贸易的现状 ················································································ 11 

第二节 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特点 ········································································12 

第三章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 16 

第一节 我国现阶段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6 

第二节 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影响 ································································22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 ····································24 

第四章 日本等亚洲国家及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历程及启示 ··· 27 

第一节 日本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历程 ································································27 

第二节 新加坡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历程 ····························································28 

第三节 韩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历程 ································································29 

第四节 台湾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历程 ····························································30 

第五节 日本等亚洲国家或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历程对我国的启示 ············31 

第五章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 34 

第一节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34 

第二节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39 

结 论 ·········································································································· 46 

参考文献···································································································· 47 

致 谢 ·········································································································· 5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s   

 

Chapter I  Introduction ..........................................................................1 

Section I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1 

Section ⅡLiterature Review...................................................................................2 

Section Ⅲ Frame Structure of the paper ..............................................................8 

Section Ⅳ Methods of Research and Source Description....................................9 

Section ⅤPossible Contribution.............................................................................9 

Chapter II Analysis of Processing Trade ..............................................11 

Section I Status of Processing Trade ..................................................................... 11 

Section ⅡCharacteristics of  Processing Trade ..................................................12 

Chapter Ⅲ Necessity of Processing Trad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16 

Section I Problem Analysis.....................................................................................16 

Section ⅡRMB Appreciation on the Impact of Processing Trade ....................22 

Section Ⅲ The challenges of Post-crisis Era .....................................................24 

Chapter Ⅳ The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Enlightenments of Japan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27 

Section I Japan's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27 

Section ⅡSingapore 's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28 

Section Ⅲ South Korea 's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29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Section Ⅳ Taiwan 's 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30 

Section Ⅴ Enlightenments ...................................................................................31 

Chapter Ⅴ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of Processing Trad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34 

Section I Solutions of Processing Trad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34 

Section ⅡSuggestions of Processing Trad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39 

Conclusion ...............................................................................................46 

References ................................................................................................4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国际间劳动力、资本、技

术的流动对各国的生产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流通范围的扩大与跨国公司的兴起，世界范围内正在逐

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国际贸易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

去直接出口本国资源产品的方式，逐步向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然后加工

制成品出口的方式转变。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

在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出口等方面起到

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加工贸易的发展初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在附加

值低、技术含量低的生产环节从事生产制造活动，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但是随着

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产业的集聚效应必然会导致产业链条向上下游产业深化发

展，产业间相互配套，同时还可带动一些有实力的本土产业逐步融入国际生产活

动环节当中，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占

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自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参与

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同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外贸进出口和对

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加工

贸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贸易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对

我国加工贸易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对经营战略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在全

球范围内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整合，以建立并深化新的竞争优势活动。

这种调整的直接结果是导致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价值链结构和产业结构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跨国公司开始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及下游的各个产业

全面进入中国。这为我国加工贸易在产业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以其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吸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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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的直接投资，而加工贸易则成为其投资方式的首选。我国加工贸易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己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加工贸易涉及我国大部分产业，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方法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加工贸易存在规模大质量低，

大部分仍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等弊端。目前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已

经意识到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含量的重要性。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直接关系到

未来我国在世界贸易发展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走势。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定义 

随着经济发展，加工贸易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新型的产业协作生产方式。在

现代的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国际分工当中，加工贸易是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的重

要方式。发展中国家，如果想不被国际市场淘汰，同时还能够积极引进外资，从

而促使本国的高新技术发展乃至产业结构的优化，就必然要利用加工贸易方式。 

首先我们要明确加工贸易有广义的定义和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讲，加工贸

易就是外国企业，通过到国外投资这一方式，转移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到东

道国建厂，又或是利用东道国已经具备的基础能力，使其生产和加工自己的产品，

其后再从东道国运出这些产品在国外进行销售活动。从狭义上看，加工贸易是指

一些国家，针对来料、进料加工而行使海关保税监管措施的贸易。它具有进口成

分大比例的包含于出口产品之中的特点，而所谓的出口国则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组

装生产。 

我国对加工贸易时这样定义的，依照《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加工贸易就指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是通过境

外保税进口而来的，并且在我国境内经由国内企业加工并且装配， 终再出口这

些制成品的贸易活动。对于我国来说，加工贸易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

们需要这种方式来参加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这也是我们在贸易世界发展生存

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抓住机遇，获得转移到我国的一些技术产业

的方式。这使得我国能够充分的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推动我国各方面的进程，并

且还可以增强我国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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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论 

比较优势的思想发端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第四

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国家生产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获取的“自然优势”(natural 

advantages)和交换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思想发

展为相对比较优势思想，并将这种思想理论化和应用到国际贸易研究中，初步形

成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 

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

该差异源自各国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根据相对优势进

行生产和交换，双方均可获利。 

之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发展了比较优势的理论，该理论构

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该模型从要素禀

赋结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国际差异的角度探寻国际贸易发生的

原因，得出了一个国家应该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富有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

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结论。并指出，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

配置，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

局。 

针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来说，改革开放初期，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

动力成本低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的角度

出发，承接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开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贸易，起到了扩大就业、增加外汇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作用。但是，这种劳动力的供给特征在某种程度上

也制约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升级。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从总量上

说，中国在劳动力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这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

中国发展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仍将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会使得中国大量资源消耗在低附加值，低层次的产品上。第

二，从结构上说，过剩的劳动力无法满足深度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

展的需要。很多的劳动人员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只能从事简单的操作，

形成了一批就业弱势群体，如果不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增加劳动力供

给的有效性，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就很可能会丧失加工贸易竞争力

以及转型升级的机会。针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劳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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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削弱的趋势，可以考虑逐步将其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既有利于东部地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满足

西部地区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需要。从比较优势理论上说，由于我国劳动力

显现的巨大比较优势给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和升级带来较大的阻碍，故中国在加

工贸易升级的过程中，政策的影响与疏导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在 1977 年提出的。这一理

论认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时，应把对外投资的目的、条件以及投资能力结

合起来分析。跨国公司之所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

(ownership)、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和区位优势(location)三个基本因素的组

合，即所谓的 OLI 模式。 

折衷理论的核心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所有

权特定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企业规

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是指跨国公司运用所有权特定优势，以

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内部化的根源在于外部市场失效。邓宁把市场失效

分为结构性市场失效和交易性失效两类，结构性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东道国贸易壁

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交易性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交易渠道不畅或有关信息不易获

得而导致的市场失效。区位特定优势是东道国拥有的优势，企业只能适应和利用

这项优势。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享赋所产生的优势，如

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方便等；另一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灵活

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 

从产业内的垂直分工因素看，从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

分工主要体现在产业之间，近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垂直型分

工向产业内发展。产业内的垂直分工，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完成的，属于产业内

贸易。国际生产折衷论认为，跨国公司只有同时具备区位优势、内部优势、技术

优势才具备内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在这三个优势当中， 重要的是技术优势。为

了保持垄断优势，以实现全球经营战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密，引起

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增大，但会竭力避免其技术在东道国的迅速扩散。价值链理

论认为，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会因为战略需要被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分配，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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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只有价值链上的特殊环节才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优势的关键所在，

具有高附加值，称为战略环节，掌握战略环节是跨国公司可取得垄断优势的关键，

跨国公司在国际间进行分工时，为达到自身的利润 大化目标，往往将一些次要

的附加值小的部门安置在发展中国家，而将战略环节掌握在母国。这样产生的贸

易如果属于产业内贸易，也并不能真正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

个较高的阶段，因为在技术含量低、价值增值很小的这样一个价值链的环节上，

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变相的收取一点“加工费”。这种现象在中国表

现为加工贸易比重的迅速提高，但是技术含量低、价值增值很小。 

所以，我国加工贸易若要顺利的开展， 重要的因素是加强加工贸易企业的

技术优势，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战略环节。我国可以利用加工贸易区位优势，加

强对技术的引进和创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刘易斯·威尔士(Louis Wells)和雷蒙德·弗

农(Raymond Vernon)联合创立了产品周期理论。1966 年，弗农在美国《经济学季

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一文，该文首次提出了“产

品生命周期”的概念，认为不同国家间技术差距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威尔士在此基础上，引入市场营销学中的产品生命理论，具体描述了因技术差距

产生国际贸易的过程；他们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至国际贸易理论之中，奠定了

国际贸易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国家生产和出口，以此说明

国际贸易的流动方向，将市场营销学的产品生命周期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起来，

使比较优势理论从静态发展为动态，它是关于产品生命不同阶段决定生产与出口

该产品的国家转移理论。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细分为产品开发期、市场引入

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技术在产业（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动态变化形成了新型产业（产品）周期的

不同阶段，进而也使得生产要素的密集性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导致产业（产

品）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推动着产业（产品）区位中心的动态转移。一般情况

下，创新产业的生命周期开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若干年后的生产和出口，

创新产业便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晚期阶段，随后生产和出口基地就随之转移到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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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产业（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变化过程中，既是产业（产品）移出国从

技术垄断到技术扩散的变化过程，也是产业（产品）移出国的技术要素和资本要

素向密集型变化的过程，更是产业（产品）移入国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由弱变强

的变化过程。两者之间生产要素密集性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必将导致两国之间

比较优势在产业（产品）间的动态转移，形成在产业（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

段移出国生产区位中心的不同转移模式。 

伴随着生产密集性的改变，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逐

步实现由比较优势相竞争优势的转变。在对外贸易中，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都将随着一国要素供求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

动力丰富而资本和技术短缺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生产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状况必然发生变

化，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由于不断得到充分利用而变得短缺起来，相应地资本和技

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由于不断积累而变的丰裕起来，这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比

较优势就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并

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有比较优势相竞争优势的转化。 

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说到底是若干行业的竞争优势问题，影响一国开发其行

业竞争优势 大的、 直接的因素有四项：生产要素，需求状况、行业配套以及

由此形成的聚合效应，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等软件因素。其中生产要素又分为基

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初级劳工等；

高等要素包括现代化的电讯网络、高精科技高校科研中心和领先科学等，基本要

素对一国来说是遗传或天赋，是确立比较优势的源泉。竞争优势更多和高级要素

联系，强调对资源的利用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将日益下降，

而后由开发投资而积累起来的高级要素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比较优势是有一国

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取得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是一

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

只有 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产业竞争力，其中关键是生产高等要

素的形成和创造。 

发达国家或地区从“边际产业”入手，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施产业转移，

被转移的产业的层次由低级向梯次展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区位中心，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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