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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迅猛增长及在外贸进出 口额中

占极高比重是我国当前外贸发展的一个突出

特征
。

1 9 9 5 年我国对外加工贸易进出 口总额

达 1 320 亿美元
,

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

1 9 9 2 年的 42
.

1% 上升到 47 %
。

加工贸易的

崛起对我国外贸发展初期追求数量和规模的

快速增长作出了一定贡献
。

但目前我国经济

已进人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

国家提出实现
“

两

个转变
”

的战略方针
,

根据这一方针
,

对外贸

易也要实现外贸体制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

变
,

这就需要对在外贸中占极大比重的加工

贸易的发展加 以重新审视
,

全面分析其对外

贸发展的正负影响
,

特别是与外贸实现
“

两个

转变
”

的矛盾之处
,

从而更好地调整对加工贸

易的政策
。

一
、

与转变外贸体制的矛盾

实现外贸体制的转变的主要内容是
“

基

本建立 以经济与法律手段为主要调控体系
,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求和国际通行

规则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

体现
`

统一政策
、

开放经营
、

平等竞争
、

自负盈亏
、

工贸结合
、

推

行代理制
’

的改革方向
” ①

。

长期以来
,

我国对

加工贸易用优惠政策加以扶持
,

如加工装配

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

工具
、

原辅材料
、

零配件

及厂房装修物料的进 口和加工成品出口一律

免征关税
,

免领进 口许可证
。

加工企业在三

年内免缴工商税
、

所得税或利润
,

企业所得工

缴费收人外汇的 80 一 90 % 留成给企业
。

加工

贸易在政策扶持下大规模的发展已与符合

“

平等竟争
”

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通行规则

的要求相悖
,

并且带来了一些不 良后果
。

1
.

冲击了一般贫易

加工贸易的出口与一般贸易争夺市场
,

如 1 9 9 3 年对美
、

日
、

欧的加工出口分别占我

国对其出口总额的 68
.

2%
、

42
.

5%
、

49
.

0 %
,

这对一般贸易扩大出口
`

增加了困难
,

而且由

于加工出口产品价格压低
,

导致了贸易条件

恶化
,

常常引起欧美各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

反倾销控诉
。

另外由于加工贸易进出口 的地

区性不平衡
,

加剧了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

擦
,

如 1 9 9 5 年上 半年加 工 贸 易 进 口 的

79
.

7 % 来 自亚洲
,

只有 1 1
.

6 % 来自美国和欧

盟
,

但加工产品的 35 % 出口到美国和欧盟
,

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使我国一般贸易方式出

口在美欧的市场地位削弱
。

2
.

某些税收的减免 不符合国际通行规

则

我国对外加工贸易的税收优惠范围太

广
,

对非出口加工企业造成不利竞争局面
,

如

非出口企业无法免税从国外进 口原料
,

进行

内销产品的加工和为最终产品出口提供有竞

争力的半成品
,

这就促使出口企业使用进 口

原料和设备
。

对出口加工企业的收人税减免

超过了
“

国民待遇
”

的规则
。

这些优惠政策既

减少了国家财政收人
,

又为一些不法分子提

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

他们偷税
、

漏税
,

以不正

当手段将进 口设备
、

物资
、

原料进行虚假出口

核销
,

再倒卖给国内企业
,

以寻求关税减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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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差
” ,

造成国家对出口加工企业的管理费 扩大而创汇收入不变甚至减少的
“

贫困化增

用和代价很高
。

长
” 。

如 19 9 3 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 比上年增

3
.

不利于缩小 东南沿海与 中西部的地 长了 13
.

4 %
,

而创汇仅 78
.

8 亿美元
,

反低于

区差别待遇 1 99 1年的 81 亿美元
,

加工贸易的创汇率低

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
,

沿海地区运输 下也反映了其较差的经济效益
。

成本低
,

信息便利
,

扶持加工贸易事实上给予 2
.

不利 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进出口 商品

了沿海地区倾斜政策
。

如 1 995 年上半年
,

广 结构

东
、

上海
、

福建
、

山东
、

江苏和辽宁六个沿海省 调整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重在长

市就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 口总额的 86
.

6 %
,

期和动态的比较利益
,

它有时不得不以牺牲

其中仅广东一省即 占 58
.

2%
。

尽管由于沿海 短期的和静态的利益为代价
。

加工贸易追随

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使这一 比例在逐年下 国际市场走势
,

发展见效快
,

但其追求短期行

降
,

但速度却很慢
,

因为沿海地区已形成了较 为效果的倾向使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一般并不

强的加工能力
。

加工贸易发展模式削弱了沿 先进
,

而且极易造成低水平上的重复引进
,

不

海对内地的带动作用
,

这显然与我国扩大全 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进出 口商品结构的升级

方位开放
,

建立统一平等的市场机制相矛 和优化
。

另外
,

我国加工业超量发展
,

规模庞

盾
。

大
,

而基础产业则相对薄弱
。

鼓励加工贸易
,

二
、

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矛盾 不利于发展我国较为薄弱的基础产业
,

如机

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 电设备制造业和原料工业
。

这就与我国通过

转变的内涵是
“

使外贸增长由主要依靠数量 发展基础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使外贸向集

和速度转向主要依靠质量和效益
,

也就是使 约型和内涵型转变的 目标不一致
。

提高质量
、

效益和优化结构成为保证外贸持 3
.

弱化 了外贸时 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续
、

快速
、

健康发展的更重要动力
,

最大程度 首先
,

借助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影响了贸

上提高对外经贸发展的宏
、

微观经济效益
,

为 易收支状况
,

加工贸易进口的增长高于全国

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

加工贸易 进 口总额的增长
。

如 19 9 5年上半年
,

加工贸

的迅猛发展却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着一些矛 易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41
.

9%
,

比全

盾
。

这主要表现在
:

国同期进出口增幅 ( 29
.

6 % ) 高 12
.

3 个百分

1
.

忽视了外贸的质量和效益增长 点
。

其中
,

进 口增长 39
.

6%
,

比全国进 口增幅

我国的对外加 工企业一般加工程度不 (巧
.

2 % ) 高 24
.

4 个百 分 点 ; 出 口 增 长

高
,

产品增值小
,

出口创汇成本高
,

使加工贸 43 9 %
,

低于全国出口增幅 ( 44 2 % ) 0
.

3 个

易的经济效益不高
。

在进 口原料和出口成品 百分点
。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企业对设备

都不作价的情况下
,

加工企业只是获得工缴 和物料进 口倾向强
,

如 1 9 9 3 年
,

外资企业总

费
,

一般还得扣除其他进出口 的附加费用 ;在 体出现了 165
.

9 亿美元的逆差
,

而 19 9 4 年外

进口原料和出口成品
“

双作价
”

的情况下
,

外 商投资企业的逆差上升到了 182
.

3 亿美元
。

商利用抬高进口价格
、

压低出口价格来转移 大量的进口不利于我国国内企业成为外商投

利润
。

而且
,

加工贸易还得承受额外成本
,

如 资企业的供应商
,

也对贸易收支产生了负效

减税让利
、

外商投资设备高估
、

外商投资设备 应
。

和技术参与利润分配等
,

这些都使加工贸易 其次
,

加工贸易进出口直接挂钩
,

用汇效

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

甚至还可能出现出口 率低下
,

不能很好地发挥进 口对国民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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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作用
。

一般贸易方式通过创汇和合理用

汇
,

有针对性的引进先进技术
、

设备和必要的

原料及生活资料
,

可以对国内经济的发展起

到支持与推动作用
。

而与一般贸易相 比
,

加

工贸易是一种反序运行
,

即进口是为了出口
,

进 口选择余地小
,

单纯是为了进 口加工需要

的设备与物料
。

这就难以满足我国将有限外

汇收人用于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 口
,

促使

国民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

再次
,

加工贸易的产业连锁效应和外资

乘数作用效果差
。

我国的出口加工环节少
,

深度低
,

并且主要局限于部分地区和少数加

工企业参与了国际循环
。

国内对加工企业的

设备和物料供应有限
,

尽管下游组装加工规

模迅速扩大
,

却并未对带动上游产业发展起

到明显作用
。

理想的情况是出口加工企业能

为国内供应商和当地服务业产生 4 一 5 个就

业机会
,

而我国据估计仅为 2一 3 个
。

这样
,

我

国就仅仅是加工组装者
,

而不是真正的制造

商
。

因此加工 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波及与带动

作用较为低下
。

最后
,

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在我国向国际

通行规则靠拢后会对国民经济带来冲击
。

因

为长期以来
,

我国对出口加工企业的外汇平

衡和外销 比率约束很严
,

而一旦我国向世界

贸易组织靠拢
,

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

必会放宽
。

那么
,

瞄准中国巨大 的国内市场

的外资企业必然将加工产品转向国内市场
,

这就会造成加工贸易出口下降和对国内产品

的冲击
。

三
、

政策建议

正因为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对实

现外贸的
“

两个根本转变
”

有着一定的矛盾
,

如何调整加工贸易政策
,

使加工贸易适应当

前经济发展对外贸的要求
,

从过去追求规模

和速度的状况 向效益型
、

内涵型
、

集约型的增

长方式转化
,

就成为巫需解决的课题
。

在此

提出一些粗浅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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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减少对加工贸易不符合国际惯例的

刺激和优惠政策
:
逐步统一和拉平对加工贸

易和一般贸易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待遇
,

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
,

让外贸企业根据市场机制客

观地选择最有利
、

效益最好的贸易方式
。

2
.

增强外贸的质量和效益型增长方式

观念
,

减少创汇指标的压力
,

纠正过去对加工

贸易只重数量不重效益的偏差
,

制定外贸效

益考核指标
,

如创汇率
、

出口盈利率
、

用汇效

率
、

贸易条件等来引导加工贸易
,

提高附加

值
。

3
.

根据我国一般贸易 出口商品的结构
,

定期 调整限制开展加工装配业务的商品 目

录
,

认真审批有关加工贸易项 目
,

避免同一般

贸易争夺出 口市场
。

4
.

按照国家
“

产业调整政策
”

来吸引外

资
,

而不是一味要求其外销 比例
,

完善
“

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
” 。

5
.

探讨将加工环节延伸的关税退还 问

题
,

如加工成产品进人国内市场进行再加工
、

深加工后再出口
,

如何对原来进 口料件进行

核销
。

6
.

增加国 内企业对加工企业供应设备

和原料的能力
,

使加工贸易对上游企业产生

积极影响
。

7
.

促使加工企业建立研究与发展机构
,

消化和创新引进技术
,

建立 自己的名牌产
口
目口 。

8
.

培养国内的企业家人才和提高劳动

力素质
,

即可进行更高层次的加工贸易
,

也可

建立掌握生产和销售渠道的本国人力资本
。

注释
:

本文数据源 自于 (国际商报 )和 (中国海关》 1 99 5 年各

期
。

①②见外经贸部发展司
:

(外经贸领域实现两个转变的

内涵及途径》
。

(责任编样 郭燕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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