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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贸易转移:中国外贸发展
模式的理论验证与预期应用

�

t 谷克鉴 吴 宏

摘要: 外向型贸易转移是中国外贸发展实践赋予转型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因;

经济转型期必然产生的外向型贸易转移, 要求革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结构的理论解

释; 上述判断获得了来自中国区域和要素或部门视角的双重验证。本文继而考察了外

向型贸易转移实现进程中当代全球经济的外部新影响和国内因素的新作用; 并从影响

外贸发展的各要素最优选择与组合等方面,论述因势利导地利用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

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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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国际贸易的诞生、发展与演变的根本动因是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而经济贸易政策

与体制的调整引致贸易流向的改变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动力源的重要补充, 即贸易转

移 ( T rade Diversion)为当代国际贸易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20世纪 70年代末中

国开启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进程以来, 经济的制度转型和市场的对外开放带动进出口

贸易的扩大,已经构成中国对外贸易超常规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1980~ 2001年间,中

国对外贸易总额以年均 14. 3%的高速度增长 (其中, 出口和进口贸易年均增长分别为

14. 9%和 14. 1%) , 22年共增长 18. 9倍, 分别高出中国 GDP 的 49. 58%和 153. 69%,

成为转型经济高绩效外贸发展的成功范例, 特殊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则成为保持中

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

伴随着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对外开放实践不自觉的启动和发展, 80年代初, 中国

决策部门和学术界面对奠定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 展开了一场以古典比较

优势为对象的热烈讨论和争鸣, 肯定了李嘉图比较成本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

论基础的意义, 确立了 /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0 指导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其

后, 又依据新古典的要素禀赋模型对中国的外贸发展路径和贸易产品结构实施优化选

择和调整。20多年来,中国按照上述原则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

同世界各国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发展国际分工引致的/贸易创造0在中国对外贸易发

展中的贡献份额已经获得普遍认同。然而,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

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测度指标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增长,即便是同具有相同

幅员的市场经济大国相比较,中国对外贸易的各项指标亦均居于较高水平。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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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依靠属于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技术因素范畴的

国际分工,解释中国 20余年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

展和巨大规模已显得不够充分, 应当从制度因素

的角度寻找中国对外贸易超常规增长的新动因。

我们的分析和研究表明, 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了

中国贸易流动格局的变迁和贸易流向图景的重

组,从而成为中国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一个相当

长时期内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新的解释变量。

一、外向型贸易转移模型的

一个诠释: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外贸发展实践的总结

(一) 传统贸易转移理论的一个拓展: 经济转

型与开放中的外向型贸易转移

经济学家维纳( Viner)于 1950年创立关税同

盟理论和学说, 同时揭示了广义的关税同盟的形

成必然导致 /贸易创造0 ( T rade Creat ion) 和 /贸

易转移0( T r ade Diversion) , 即所谓的/维纳效应"

( Vinerian Ef fects) ( Corden, 1986)。维纳的贸易

转移范式描述了基于 /非最优性假设0 ¹建立关税

同盟后, 必然出现原区外贸易活动 (主要是进口)

向区内的转移。因此, 主流和传统的贸易转移范

式本质上是内向型的, 而转型经济条件下的贸易

转移则为外向型。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中出现外向型贸

易转移这一独具特色的贸易流动调整不是偶然

的, 它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自觉地选

择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在贸易流向调整中

的必然体现, 而在制度变迁的战略安排上以中央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同以贸易与投资

的自由化为主要特色的对外开放等两大内容的相

机安排、合理配组和相互推动,又提供了外向型贸

易转移扩大的外部条件。从根本上说, 外向型贸

易转移是经济转型条件下依据基本的国际分工原

则重新规划转型经济国家的贸易流动, 以及对经

济转型前受到扭曲的贸易流向的矫正引致贸易绝

对或相对地从国内转向国外, 从而导致对外贸易

的扩大, 它根源于转型经济所必需的短期和长期

均衡条件。

从长期均衡条件来看, 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供给体系和资源配置忽视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原

则,大大削弱了区域间经济技术的互补性,使得各

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实现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区

外尤其是工业国和地区的资源流入, 从而要求进

口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

期均衡条件。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和近期都表现的

十分明显。

从短期均衡条件来看, 在中央计划经济和经

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地区间经济结构雷同, 要求

借助对外部门提供海外市场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短

期均衡条件。一些转型经济国家在转型之初就积

极谋求同外部世界的整合, 并根据世界市场的需

要调整现有产业和产品结构, 不同程度地缓解出

口供给可能性约束。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口商

品结构经历了两次重要飞跃:即 1986年纺织品和

服装取代石油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 标志

着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为主

转变;另一次是 1995年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和服

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标志着出口商品从劳

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应

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十分重视资本积累和

产品研发能力对于外贸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的重

要功能,却对世界市场提供的巨大的、多样化市场

机遇形成的资本存量的置换空间多有忽略。

加之,从宏观和对外均衡的要求看,大多数国

家转型之初都会面临严重的外部赤字。在中国,

1985、1986、1989及 1992年 4年的国际收支均出

现较大的收支差额, 其中经常项目差额是造成中

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对于其他的转型经

济国家, 由于他们的国际支付体系已经摆脱经互

会的框架, 许多国家在汇率制度改革中实施的是

美元化或近似于美元化的货币局制度。因此, 为

维持宏观的国际收支地位, 实现宏观和对外均衡

的需要必然会推动转型经济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

的扩大, 这样出口贸易流向就表现为由原经互会

国家和前苏联市场向西方国家市场的转变 (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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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以 1978年为基期 2000年中国外向型出口贸易转移

注: 以当年各省区按生产法和货源供应地分别计算的 GDP 和出口额为计算因

子,计算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销售份额转移的部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西藏和海

南省无法计算基于 1978年的出口贸易转移情况。重庆在计算时与四川合并。

资料来源:5中国统计年鉴61979~ 2000年各年。地区序号分别表示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

鉴, 2000b)。

(二) 一个典型化事实: 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对

外贸易增长特点隐含着外向型贸易的驱动

1. 外贸依存度呈现梯级增长

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的同

时,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

贸依存度基本保持在 10%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动,

处于峰值的 1955年也仅为 12. 1% , 经济转型之

初的 1978年, 外贸依存度甚至只有 9. 8%。但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外贸依存度呈现出

梯级增长的发展态势。1978~ 1984年外贸依存度

总体水平维持在 20%以下的区间增长, 是中国对

外贸易发展的起步阶段; 1985~ 1994年外贸依存

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首次超过 40%的较高发展

水平, 显示了中国对外贸易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的

强大动力; 1995~ 2000年, 外贸依存度表现为在较

高水平上的小幅波动,并出现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2000年外贸依存度已超过1994年的水平, 达到

44. 5% (见图1) , 结束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调整

阶段。2001~ 2002年对外贸易发展态势,初步显示

对外贸易业已重新步入高增长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外贸依存度梯级上升, 以

至长期保持在高水平, 从而形成明显高于具有相

同幅员的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

外贸依存度, 表明短期宏观经济运行凭借的最终

需求条件中的一个较大份额来源于出口需求, 并

通过提供资本置换空间,间接推动结构转型;而推

动经济结构转换和生产率上升的长期动力却需要

进口提供。

2. 外向型贸易转移的特征描述: 中国外贸增

长结构性差异

( 1) 地区间贸易发展的不均衡动力

源: 来自区域视角的验证。中国改革开

放进程中外向型贸易转移规律在地区间

贸易发展实践中获得令人满意的验证。

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和开放的大思路体

现在地区安排上就是实施梯度推移战

略, 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赋

予各地区显示外向型贸易转移规律以不

同的动力。一部分经济转型和开放较

快、较为成熟的地区, 具有鲜明的外向型

贸易转移倾向; 而那些经济转型和开放

较晚和较为落后的地区, 外向型贸易转

移的规模则受到明显的限制。应当指

出, 中国的经济转型同经济开放的同步

进行,在始于 20世纪末全球性经济调整

与改革浪潮中独具特色, 同时贯穿于中

国地区间梯度推移战略, 使得地区间贸

易发展绩效完美地验证了本文论证的外

向型贸易转移规律(见图 2)。

计量分析结论表明: 东部地区的出

口贸易转移份额普遍较高, 最高的广东

达到了 66. 22% ; 而中西部地区则较低,

图 1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1978~ 2002

注: 2002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根据 1~ 9月数据计算, 考虑季节性差异, 全年对外

贸易依存度将可能略低于这一数字,但应会高于 2000年水平,创造新的记录。

资料来源:5中国统计年鉴6 ,国家统计局网站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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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西
º
仅有 0. 12%。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 遵循价值规律和比较优势规律是建立开放

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内扭曲的市场环

境使得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发达

地区的必然选择, 其结果是贸易向国际市场渗透

的程度和深度日益增加, 形成所谓的外向型贸易

转移机制。当然, 发达地区的贸易外向型转移必

然会导致其他地区原先同发达地区的贸易份额也

相应向外转移, 其结果是增强了中国整体贸易的

外向型转移强度和广度。

( 2) 外国直接投资在外向型贸易转移实现中

的作用: 来自部门或要素视角的验证。中国持续

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外贸发展发挥着巨大

的推动作用。首先, 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带来

了先进的生产力,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提升,

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2000年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总值达到 2367. 40亿美元, 占全国进出

口总值的 49. 91%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298. 21亿美元, 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的

80. 5%;机电产品出口额为 667. 3亿美元,占全国

机电产品出口额的 63. 36% ,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能力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

增长源泉。

第二, 相对贬值实际汇率提高外商投资企业

出口份额。工资变动可对出口产品价格和出口竞

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
, 我们可从中国国民部门与

外资部门出口增长不同表现予以印证。1991年,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仅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17% (见

表 1) , 到 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已占全国出

口的 48%, 增长近两倍。根据我们计算的中国国

民部门工资系数对工业增加值实际汇率升值的作

用系数 ¼ (简称实际汇率升值系数) , 可以发现,

1990~ 2000年, 国民部门出口产品价格相对外资

部门一直处于实际汇率升值中, 表明外商投资企

业产品价格相对国民部门具有更好出口竞争力。

对于一个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势比重

的外贸出口中, 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外商投资

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出口增长更快及其在全部出口

的份额日益扩大的原因。当然, 随着劳动密集型

产品比重的下降和工资变动差距的缩小, 产品实

际汇率的贬值作用已将随之弱化, 国民部门与外

资部门的出口份额也将趋于稳定。

第三, 跨国公司庞大的全球生产与分销体系

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稳定、拥有巨大

容量的出口渠道, 从而为外向型贸易转移的实现

提供有力的全球市场条件。

第四, 大量的技术扩散提升中国外贸产业水

平。外国直接投资所建立的企业不可能是完全孤

立的单一群体, 其与国内的企业产生关联是必不

可少的, 因此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技术扩散增加国内企业获取技术的途径, 降低获

取成本,使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得到提升,产业水平

进入更高层次,有利于改善出口贸易条件,提高出

口效益。

二、全球因素的纳入:世界经济

与贸易的未来对中国外向型

贸易转移模式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 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

为商品贸易, 然后扩大到要素流动。随着世界经

济的发展, 生产和要素流动的全球化正以更大的

规模展开, 并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经济

的全球化同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外向型贸易转移

的叠加, 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表 1 中国外资部门出口增长绩效及实际汇率升值系数: 1990~ 1991年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国有企业出口增长率 10. 3 13. 1 - 3. 3 29. 9 16. 8 - 13. 2 19. 3 - 5. 8 1. 8 18. 2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率 54. 2 44. 1 45. 4 37. 5 35 31. 1 21. 7 8 9. 5 34. 8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 16. 757 20. 438 27. 513 28. 684 31. 51 40. 722 40. 976 44. 069 45. 468 47. 927

实际汇率升值系数 1. 099 1. 034 1. 070 1. 070 1. 081 1. 098 1. 104 1. 097 1. 028 1. 014 1. 003

数据来源: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62001,5中国统计年鉴6 1991~ 2001各年份。

外向型贸易转移:中国外贸发展模式的理论验证与预期应用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



- 13-

5管理世界6 (月刊)

2003年第 4期

( 1) 经济全球化形式的多样性将给中国更多

的机遇参加国际分工。战后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

了水平和垂直分工的深化, 而全球制造和全球采

购更是推动垂直分工按照全球系统的轨道发展。

经过 20年来的发展, 人力资源、资本存量和技术

水平使得中国能够在许多部门参与全球制造, 进

而成为全球采购中心。中国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

球化带来的多样化形式推进自身的外贸发展和外

向型贸易转移。

( 2) 经济全球化将使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产

业面不断扩大。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

是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集

中, 从而使得国家参与分工的产业面随之扩大。

发达国家尤其是长期居于世界经济科技最先进行

列的美国等国甚至希望在未来的国际分工格局

中, 利用高科技装备的管理、科技和服务业的优

势, 把本国塑造成所谓的/头脑国家0, 而所谓/肌

肉国家0 则由别国担当。中国外向型贸易转移的

持续扩大应当充分考虑当代国际分工的新趋势。

( 3) 经济全球化将使世界范围的部门间比较

优势呈现更清晰的动态化进程。部门比较优势的

动态转移已经构成 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尤

其是近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大重要景观, 它推

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若干重大产业转移实践。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由于科技推动的部门

间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更趋迅猛, 中国可以充分

利用部门间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加速过程, 迅速

实现资本积累、技术扩散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

劳动者素质的改善, 为迎接下一轮的产业转移提

供条件。

(二)信息技术的勃兴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所代表的当代技术发展

新趋势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贸易已经产生广泛

影响, 这些影响甚至正在或已经超过世界经济发

展和工业化进程中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根据 20世

纪 90年代中后期发端于美国的新经济对世界贸

易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可以得出若干初步结论。

( 1) 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标志的技术

革命,开辟了不同于传统技术发展的新路径,显著

地的改变着同技术相关联的某些经济活动及其结

构, 最典型的是市场结构特征。信息技术革命扩

展的一个基本路径, 就是其技术发展无论从时间

单元还是从空间单元, 都可通约为某一技术层次

的半导体集成电路, 大大增强了技术发展和应用

的可竞争性。这一特点既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

本身的发展, 又突出地改变了技术形成和应用中

极易出现的垄断现象。因为传统技术的应用与发

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 技术发展往往伴随着技术

种类的大规模增加, 先进技术在提升技术层次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集成更大的技术群落, 从

而极易形成技术应用和产业化的垄断。由此我们

不难发现, 现代航空工业尤其是客机制造工业的

垄断性同当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性的强烈对

比。信息技术发展新特点在世界贸易中的实现,

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日趋活跃。

( 2) 信息技术的可竞争性加快了技术的区域

和国际扩散, 其所谓的 /蛙跳效应0的实现不断地

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既定格局, 使

得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相对距离日趋动态化。传

统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构成的国际经济秩序

和国际分工的所谓/两端模式0受到来自信息技术

引导和推动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格局不断加剧的

严重挑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分解出层

次更为多样性的不同群体, 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

分工格局中的传统的 /两端模式0向所谓的 /波谱

模式0转换 ½
( Gu, 2000)。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世

界先进技术的国际扩散正在迅速地实现这一过

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长期处

于极其落后、而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

型和开放进程中又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

国, 提出了一个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并且重新布局

贸易流动,寻找最为有利的国际分工位置,取得最

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和贸易利得的重大战略问题,

甚至许多具体贸易模式的选择都同以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上述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 3) 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经济学意义上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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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国民与外资部门竞争力指数: 1990~ 2000年

表 2 中国的贸易竞争指数( 1980~ 2000年)

年份 S IT C0 SITC 1 S IT C2 S IT C3 SIT C4 S IT C5 SITC 6 SIT C7 SIT C8

1980 0. 0098 0. 3684 - 0. 3500 0. 9094 - 0. 5987 - 0. 4440 - 0. 0190 - 0. 7172 0. 6791

1985 0. 4201 - 0. 3248 - 0. 0990 0. 9529 0. 0506 - 0. 5339 - 0. 4518 - 0. 9092 0. 2940

1990 0. 3292 0. 3707 - 0. 0746 0. 6092 - 0. 7183 - 0. 2812 0. 1708 - 0. 5018 0. 7156

1995 0. 2376 0. 5533 - 0. 3980 0. 0196 - 0. 7032 - 0. 3109 0. 0568 - 0. 2527 0. 7369

2000 0. 4415 0. 3431 - 0. 6351 - 0. 4488 - 0. 7873 - 0. 4281 0. 0088 - 0. 0535 0. 7425

资料来源:5中国统计年鉴6 ,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6 (各年)。

产品的生产率和消费

倾向变动, 在既定的

要素禀赋条件下显著

地影响着不同技术含

量的产品间贸易条件

的变动: 对于那些长

期依靠技术含量较低

的产品出口的发展中

国家将面临不断恶化

的贸易条件, 而对于

那些依靠技术创新可

以不断推出新产品的

工业化国家将获得持

续改善贸易条件的契

机。以信息技术为代

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贸易条件的

重大影响, 对中国未来贸易部门结构性调整战略

无疑将提供重要的参照系。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的加速变化和全球区位

选择对中国外贸发展的长期影响

采用国际贸易标准代码 ( SIT C) 对产品的分

类, 计算出 1位数水平 SIT C分类上的贸易竞争

指数
¾
(见表 2) , 显示 2000 年中国在食品等

( SIT C 0) 和饮料等 ( SIT C 1) 初级产品上具有比较

优势,而在其他初级产品上存在比较劣势;在制成

品方面, 动植物油脂等( S ITC 4)及化学品( SIT C5)

具有较大的比较劣势,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等

( SIT C 6) 和机械及运输设备 ( SIT C 7) 具有较弱的

比较优势和劣势, 而杂项制品 ( SIT C 8) 则具有极

强的比较优势。考察 1980~ 2000年贸易竞争指数

的变化 (见表 2) , 我们发现有 3个重要特征: ( 1)

属资源性质的 SIT C 3类产品的贸易系数急剧下

降,由具有极强比较优势转变为较大的比较劣势,

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资源型产品为

主的贸易格局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是外向型贸易

转移机制作用使然。( 2)体现劳动密集型的 SIT C 8

类产品的贸易系数不断提高, 显示出中国在劳动

密集型产品上所具备的巨大比较优势不断实现,

而且其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较高份额 ( 2000年达

到 34. 6% ) , 更彰显其在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地

位。( 3)作为代表资本品的 SIT C7类产品,贸易系

数不断提高,正逐步由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

从而反映出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由资源型产品向劳

动密集型产品再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变的发展趋

势, 而且鉴于该类产品已在当前中国贸易中占有

较大份额 ( 2000年其进口占全部进口的 40. 8%,

出口占全部出口的 33. 1%) , 其对中国贸易发展

的影响将会是个长期的过程。

(四) 国民与外资部门的进一步融合: 全球因

素在国内扩散的一个例证

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

力的提高以得到公认。根据HBS模型,对中国典

型的国有部门与外资部门运用工资实际汇率测算

产品竞争力状况
¿
(见图 3)。在经受住外资部门的

强大冲击后, 国有部门开始享受外资部门技术扩

散带来的好处。1998年起国有与外资部门竞争力

的差距明显缩小,国有部门竞争力已显著提升。

三、政策含义

基于价值规律和比较优势规律等基本市场规

律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真实

外向型贸易转移:中国外贸发展模式的理论验证与预期应用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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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面对迅速增长的中国对外贸易, 国内各区域

发展严重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挑战。规划与调整基于市场机制的贸易流动是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程中的两难选择。

(一)通过贸易流动的规划与调整促进贸易创造

长期以来的外贸发展实践不自觉地关注着外向

型贸易转移机制及其实现点, 而忽略了外向型贸易

转移引致的贸易创造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可或

缺的作用。这里的贸易创造表明各地区间贸易能力

提升会提高各地区的产出水平, 从而实现更大的对

外贸易。首先, 中国各地区生产力巨大差异为调整

贸易流向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消除地区间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宏观政策目标是调整贸易流向的外在要

求;第三, 减少不平衡发展的产出约束是贸易流向调

整的内在动力。

贸易流向的调整, 将对中国贸易发展格局产生

深远影响。首先, 发挥外向型贸易创造机制是解决

中国贸易与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促进中国

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长期

均衡条件看, 贸易创造将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

和降低先进地区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家、地区及企

业水平上提高整体的产出水平, 实现生产率均衡增

长。产出水平的提高扩大产品需求的深度和广度,

其结果是生产设备进口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从中国

经济发展的短期均衡条件看, 落后地区生产潜力和

规模效应的发挥, 将极大地改善这些地区的贸易条

件, 促进出口的快速增长; 同时, 发达地区日益增强

的成本优势, 产业转移为产业升级提供的巨大发展

空间,都会大大提高发达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从而扩

大出口。因此,调整贸易流向,共同发挥外向型贸易

转移和贸易创造机制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方向。

其次, 对贸易流动的不恰当干预也可能导致原

有形成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的

失灵和贸易创造潜力的弱化或贸易创造的增长效应

无法抵消外向型贸易转移所形成的损失。因此, 合

理的贸易流动的调整规划将十分重要。

(二) 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的选择

基于对中国外向型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机制的

认识, 我们认为在不同的地区应采取的不同的

贸易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应以产业间贸易的发

展模式为主。中西部地区巨大的劳动力市场、

优质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部市场, 为大规模

生产制造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 出口具有资

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进口资本密集型的

生产设备的产业间贸易模式是其必然选择。对

于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 则要实现由产业间贸

易为主向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模式转换。这是因

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是更强竞

争能力的外在化; 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所处的

地位优于产业间贸易, 发展产业内贸易可以获

得更多的利益分配, 而当代信息技术等知识密

集型贸易将成为产业内贸易重要组成部分。此

外,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还将提高中国对外贸易

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 尤其要重视在

当今国际贸易中兴起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

展。产业内贸易一般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

段出现的一种贸易模式, 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可以在一个产业内的不同环节展开。通过垂直

型产业内贸易模式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已在始

于 20世纪 90年代末的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

电子产品贸易活动得到验证。

(三)贸易流向调整与区域战略

国际经济学在分析世界市场结构时曾经提

出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范式: 小国情形和大国情

形。中国学者进一步将其拓展为 /产业间大国

情形0和/产业内大国情形0(谷克鉴, 2000c)。产

业间大国情形描述了在一个大国经济中众多产

业均可依赖国内市场提供的需求条件得以建

立, 在交换中依靠自身的相对价格体系生成的

信息作为定价依据实现交换, 从而出现同世界

市场价格信息不一致和背离世界市场 /一价定

律0的竞争不完全性;而产业内大国情形则是标

准经济学意义上能引起垄断的较大市场份额。

中国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曾经将建立一

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作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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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目标。经济体系的建立实际

上将一定比例不同类别和不同质量的生产要素配

置在不同的部门, 而这种部门比例又不得不表现

为产业和产品的区域分布。由于中国在整个工业

化进程中, 投入工业化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始终未

能有效的提高,并赶上世界发展的先进水平,而较

低质量的生产要素只能提供较强均质性的产品,

加上各地区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往往又归结为少

数支柱产业和产品, 这就加重了均质性产品和产

业在地区间的建立和发展, 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

地区间重复现象。因此在中国经济未能从根本上

有效缓解地区间经济同构化现象的前提条件下,

贸易流动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中国经济转型、开放和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中国地区间贸易流动的调整还应考虑 20多

年来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处理好较为

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在对外

贸易发展的长期趋势中, 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

差异将形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互补性可能会部分补

偿一定比例的增量对外贸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蒋东生)

注释

¹所谓 / 非最优化假设0 是指组成关税同盟的贸易伙伴各自
的关税水平在同盟建立前就处于非优化扭曲状态; 在关税同盟建

立起来之后, 制定的共同关税税率也是非优化的, 故人们直到现

在一直认为关税同盟实际上是次优理论的运用。

º从 2000年起广西由东部地区划入西部地区。

»Gegorio, J. D. et al. ( 1994) , / Terms of T rade, Produc2
t ivity and the Real E xchange Rate0 , NBER Wo rking Paper

No. 4807.

¼用于该项计算的计量模型参见谷克鉴: 51990~ 1998年国

民与外资部门出口波动差异的实证分析 )) ) HBS 推断在中国的

验证与拓展6,5管理世界6 , 2000年第 2期。

½传统的 / 两端模式0 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两大
集团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存在的巨大差距。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国际

扩散, 发达国家间与发展中国家间国际分工差距日益扩大, 发展

中国家内部一些成员在国际分工所处的位置正逐步接近或超过

一些在发达国家内部处于较低分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 从而国际

分工的格局表现出由孤立的/ 两端模式0逐步转换成连续的/ 波谱
模式0。

¾贸易竞争指数= (出口额- 进口额) / (出口额+ 进口额) ,

该指标的取值在 ( - 1, 1)之间。数值为正表明该产品或产业具有

比较优势,数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强;反之,则相反。

¿具体计算参见谷克鉴: 5 1990~ 1998年国民与外资部门出

口波动差异的实证分析 ) ) ) HBS推断在中国的验证与拓展6 ,5管
理世界6 , 200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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