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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泉州市在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上，

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与苏州、宁波等其他先进的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

中央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布局，这些时代背景已经倒逼泉州在更

为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外经贸。因此，泉州如何克服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弱化、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平衡、对外贸易核心竞争力不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基础相

对薄弱等瓶颈，充分利用固有优势，做大做强外经贸，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

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公共政策为视角，从公共政策、外经贸

的概念、我国外经贸政策的历史进程入手，梳理泉州发展外经贸以及实施相关政

策的历程、现状，分析所取得的优势和存在问题，通过横向对比苏州、宁波、温

州、厦门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藉此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泉州；外经贸；政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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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ity of Quanzhou in Fujian Province has made 

noticeable achievements in implementing opening-up policy as well as in developing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 compared with Suzhou, Ningbo and 

other pioneering cities in the coastal developed areas, there are still gaps for Quanzhou 

to brid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entering into 

the WTO, as well as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s being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Quanzhou has been forced by thes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o develop it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 far more 

complicated context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us, how would Quanzhou 

overcome the bottlenecks such as the weakening attrac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he 

imbalanced foreign invest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weak foreign trad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feeble foundation for foreig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etc, and make good use of its innate advantages to bring it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igger and strong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demanding prompt 

solution currently. With regard to this issu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y, the 

author starts with the notion of public policy,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cies, followed by combing through the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Quanzhou’s 

developing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mplement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cquired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n through a 

lateral comparison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pioneering areas such as Suzhou, Ningbo, 

Wenzhou and Xiamen,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addressing 

this issue. 

 

Key words: Quanzhou,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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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是国家必然战略，许多城市特别是

沿海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都必须参与其中。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实践层面，兼顾理

论，以此提出促进泉州市外经贸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本文的核心概念 

为了更精准地提出观点，在这部分有必要对本文要研究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

框定。 

1．关于公共政策的概念 

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政策内涵，主要有：第一，伍罗德·威尔逊认为公共

政策是由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①第二，拉斯韦尔

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具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②第三，詹姆斯·E·安

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作为一个有目的的活动，是为处理某一问题或事物而采取的

行动。③第四，托马斯·戴伊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的事情。④第

五，张国庆认为公共政策是公权力主体制定和执行的用以确定和调整广泛社会关

系的行为规范。⑤ 

本文借用张国庆的观点，认为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权威形式规定

的，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

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等的总和。 

2．关于外经贸的概念 

本文研究的外经贸，就是中央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发展的对外经济贸易，指一

个国家对其他国进行的经济合作和商业上的贸易。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外经贸主

要包括利用外资、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三大主要业务，这三大业务的指

                                                        
① 胡宁生.现代公共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③ 詹姆斯·E 安德鲁.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④ 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⑤ 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泉州市外经贸发展促进政策研究 

 2

标也是我国衡量各个层面发展外经贸成效的重要依据。为了与本文所引用的数据

相一致，在概念上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界定的含义。 

（1）利用外资，指我国各级行政、经济组织通过对外借款、吸收外商直接投

资以及用其他方式筹措的境外现汇、设备、技术等。① 

（2）对外贸易，指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国或地区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

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

总金额。② 

（3）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主要指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③ 

我国各个层面的政府对这三大业务的发展情况均有较为准确的考量，成为本

文研究的重要依据。 

（二）问题的提出 

当今时代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为客观存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需

要积极顺应，迎接挑战。生产要素资源跨国界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

为此，寻求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合作和分工的必由之

路。在不断顺应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潮流的过程中，中国开始结合自身实情建立

和发展开放型经济。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开放

型经济水平”。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

“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战略布局，随后被写入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2013 年 12 月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此后中央各种重要会议和场合中得到多次强调，“一带一

路”已然成为国家战略，成为我国新形势下外交战略布局和建设开放型经济的一

个重要部分，如何更好地发展外经贸成为每个城市都必须面对的经济任务。 

福建省泉州市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 18 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

一，县域经济发达，2015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6137.74 亿元，增长 8.9%，经济

                                                        
① 泉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泉州统计年鉴 2014[E]. 
② 泉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泉州统计年鉴 2014[E]. 
③ 泉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泉州统计年鉴 20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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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连续 17 年居福建省首位。外贸进出口总额 271.04 亿美元，在海关总署当年

公布的 2014 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中位列第 50 位。①虽然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

断提高，外经贸发展逐步深化，但与苏州、宁波、温州、厦门等沿海先进地区相

比，仍存在差距，突出表现在对外开放的各个指标上（主要包括利用外资、对外

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业务指标）都相对落后。因此，从政策层面分析泉州

外经贸发展的历程、现状、问题，从而探讨进一步优化泉州外经贸发展的政策路

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综述 

外经贸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早期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

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中先后出现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分别是古典贸易

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建立于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

上，主要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②和大卫·李嘉图③，他们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说

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结构和利益分配，先后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

理论，但古典贸易理论对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一种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新古典

贸易理论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理论和里昂惕夫悖论，它试图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

要素框架下分析产品的生产成本，认为国家应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集中生产

并出口要素资源充裕的产品，换取其稀缺要素的产品。④这样的贸易模式可以使参

与国资源互补。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假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这与二

战后的实际不相吻合。到新贸易理论，其中 具代表性的新生产要素理论创造性

地将技术、信息、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一同

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试图以此构建包括国际贸易基础和贸易格局变化的理论体

系。⑤三个贸易理论体系的 终结论都将对外直接投资忽略在外，焦点停留在贸易。 

                                                        
① 数据来源：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4 年泉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E].2015.  
备注：由于 2014 年泉州市开始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原先利用外资统计口径产生变化，加之该年以来外

经贸部门开始按照中央要求进行机构改革，为保持有关数据统计来源的一致性，便于本文的研究，下文关于

泉州市经济社会基本情况和外经贸发展相关内容中引用的数据及其分析均截止到 2013 年。 
② 杨敬年译，亚当·斯密著.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2. 
③ 丰俊功译，大卫·李嘉图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3. 
④ 王继祖译，伯尔蒂尔·俄林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24. 
⑤ 国彦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历史与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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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海默提出垄断优势理论①，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基

于市场不完全的理论前提上来解释跨国公司行为，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兴

起。二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都有较为迅速的发展，体现出正相关性。

为研究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融合起

来，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交叉融合，对外经济贸易开始作为一个综

合性的新课题出现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约翰逊以知识资本作为垄断优势理论的核心，认为跨国公司需要在产品贸易、

技术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进行选择，②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

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提出了内部

化理论，认为企业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关键是在于比较跨国贸易

交易的费用与管理跨国公司的费用谁大谁小。③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④，

以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和区位特定优势（L）作为理论核心，阐述

了 OIL 分析框架。 

同时，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也逐渐引起学界的热议，比如蒙代

尔的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和马库森·斯文森的互补关系模型。⑤尽管目前学界还

没有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融合为对外经济贸易一体化理论框架，但在全球

化进程不断加快和跨国公司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对外经济贸易理论一体化趋势将

不可避免。本文沿着对外经济贸易理论一体化的轨迹，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

资等内容融合在一起视为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是国际贸易、国际直接

投资两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这对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国内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国内对外经贸理论

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其中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都是重

要的研究内容，且都演变为政府行为中的重要内容。综观国内对外经贸理论的研

究，总体上看侧重于实践层面，主要集中在外经贸形势、外经贸发展、外经贸政

                                                        
①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76. 
②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94. 
③ P.J，Buckley and M，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aemillan，London，1976. 
④ J.H.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George Allen Unwin，

London，1981. 
⑤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经济评论，2001，（2）.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