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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 由此引发了有关我

国对外贸易是否过度发展以及外贸安全性问题的讨论 。 从外贸依存度 、外贸产品集中度以及外

贸地区集中度三个角度对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安全性作实证分析 , 可发现我国目前对外贸易在

开放程度适中 、对外贸易总体安全的情况下 , 也存在一定的隐忧 , 外贸战略需要作适当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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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 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

来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日益显著 。根据国家海关统计:加入世贸

组织后的 2002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6207 .9 亿美

元 ,首次突破 6200 亿美元 ,比 2001 年增长 21.8 %。

其中 ,出口首次突破 3000 亿美元 ,达到 3255.7 亿

美元 ,同比增长 22 .3 %;进口 2952 .2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21.2 %。 2003 年外贸更是超速发展 , 当年进

出口总值达 8512 .1 亿美元 ,比 2002 年增长37.1%,

净增 2304 亿美元 , 为 1978 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

年 。其中出口 4383.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 .6 %;进

口 4128 .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9.9 %。

根据最新的海关统计:2004 年我国对外贸易突

破 1 万亿美元大关 ,高达 11547 .4 亿美元 ,比 2003

年增长 35 .7 %,相当于 2001 年全年贸易规模的2.3

倍 。也就是说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来外贸

总额翻了一番多 。其中 ,进 、出口贸易规模分别突破

5000 亿 美元 , 其 中出 口 5933 .6 亿 美 元 , 增长

35.4%;进口 5613 .8 亿美元 ,增长 36%,全年实现

贸易顺差 319 .8 亿美元 。可见 ,外贸的迅速增长导

致我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见表

1)。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 一方面使对外贸易

成为我国乃至东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但另一方

面也引发了人们的忧虑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是否过

快 ? 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以及我国外贸

对某些国家的依赖程度是否过高 ,从而导致我国经

济有可能受到某些国家的牵制 ?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

因 ,所以国内对我国“入世”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外

国对我国的反倾销等问题才特别敏感 。本文将针对

这一问题 ,从外贸依存度 、外贸产品集中度以及外贸

地区集中度三个方面加以实证分析 。

表 1 　1978 ～ 200 4 年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年份 位次 年份 位次

1978 34 1998 11

1984 16 1999 9

1985 11 2000 7

1986 12 2001 6

1987 17 2002 5

1988～ 1991 15～ 16 2003 4

1992～ 1997 10～ 11 2004 3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二 、有关外贸安全的指标体系

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贸安全状况需

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考察:一是分析对外贸易在

一国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是否严重依赖

对外贸易 ,从而使本国经济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

的影响 。对此问题 ,我们选择外贸依存度指标;二是

分析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看不同类别商品在一国

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一国的对外贸易是否严重依赖

少数商品 ,从而使经济发展受这些商品国际市场行

情的影响 。对此 ,我们采用外贸产品集中度指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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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析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 ,看不同的贸易伙伴在

一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一国的对外贸易是否过于

依赖某些国家或地区 。对此 , 我们采用外贸地区集

中度指标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 ,首先对上述指标

进行简要分析 。

1.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是一国或某一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其基本含义是用来反

映一国或某一地区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及该国加入国际分工 、

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从而衡量该国或地区经济

对国际经济依赖程度的高低 。从横向比 ,一国或地

区的外贸依存度越高 ,则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

作用就越大 ,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越多 ,经济开放度越

高;从纵向比 ,一国或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越高 ,则表

明其外贸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对外贸

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大 ,经济开放度提高 。[ 1] (P.338)

外贸依存度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与进口

依存度 。

2.外贸产品集中度

外贸产品集中度是指按照国际标准分类 ,具体

的各类产品在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这

一比值越高 ,说明该产品在本国的贸易中越具主导

地位 ,对本国的外贸影响越大 。按照相互需求原理 ,

如果一国进口产品集中度过高 ,则该国在相关产品

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越被动 ,贸易条件可能越不利;相

反 ,如果一国出口产品集中度过高 ,则相关产品对贸

易伙伴国内市场的冲击越显著 ,受其他国家所谓“反

倾销” ①等贸易制裁的机率就越大 。

3.外贸地区集中度

外贸地区集中度是指从地区层面来讲 ,在一个

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中 ,各个贸易对象国与本国的

贸易量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这一比

值越高 ,说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在本国对外贸易中的

地位越高 ,本国与其经济联系越密切 ,本国外贸对该

地区的依赖性越大 。特别是在出口地区集中度远远

大于进口地区集中度的时候 ,两国之间发生经济摩

擦的机率就越大 。

显然 ,上述三个指标从不同侧面都反映了对外

贸易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外贸依存度与国内生产总

值有关 ,外贸产品集中度和外贸地区集中度与国内

生产总值无关;外贸依存度主要用于衡量对外贸易

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贡献率)大小 ,比值越大 ,说

明对外的依赖性越大 ,经济风险越大 。而外贸产品

集中度和外贸地区集中度主要用于衡量对外贸易总

额在产品和地区上的分布 ,比值越大说明对外贸易

的产品和地区分布越集中 ,越容易产生经济贸易摩

擦 。

下面 ,我们就运用以上指标对我国的外贸安全

性进行实证分析 。

三 、我国对外贸易安全性的实证分析

1.外贸依存度分析

首先 ,从国内层面分析我国国家外贸依存度 。

表 2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的

纵向比较 。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外贸依存

度变化主要有 4 个特点 :(1)排除个别年份外 ,我国

的外贸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都在不断升

高 。(2)排除个别年份外 ,出口依存度一般大于进口

依存度 。(3)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与出口依存度

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4)2003 年我国的外贸

依存度达到 60%,出口依存度首次超过 30%,进出

口依存度的增幅也达 6 %,均创造了历史纪录 。

表 2　进口/出口/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相关比例

(单位:%)

年份
外贸

依存度

出口

依存度

进口

依存度
年份

外贸

依存度

出口

依存度

进口

依存度

1980 12.61 6.00 6.61 1996 36.10 18.81 17.29

1985 22.99 9.00 13.99 1997 36.87 20.72 16.14

1990 29.90 16.05 13.84 1998 34.89 19.79 15.11

1991 33.36 17.67 15.69 1999 37.10 20.05 17.05

1992 34.22 17.55 16.67 2000 44.51 23.39 21.13

1993 32.61 15.29 17.32 2001 44.72 23.35 21.37

1994 43.67 22.33 21.34 2002 49.03 25.72 23.31

1995 40.87 21.66 19.22 2003 60.37 31.09 29.28

　　资料来源:1978 ～ 2001 年数据来源于《2002 年中国统计年

鉴》 , 2002/2003 年数据根据 2004 年第 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数据计算。

其次 ,从国际层面来分析我国国家外贸依存度 。

单纯研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 只能说明对外贸

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并不能说明这种比重

的加大对国家经济发展是否安全 。为此 ,需要通过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 ,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

果 。下面 ,我们从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中选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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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 ,很多国家以反倾销为借口 ,对我进行贸易制裁 ,是不公平的。我国产品价格低廉 ,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 ,并不存在真正
的“倾销” 。很多国家只是借口反倾销 ,来限制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国际地位的提高 ,或者达到其缓和其国内政治 、经济矛盾的目的。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来进行比较分析 。

从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见表 3)可以发现 :世

界银行统计数据的数值比国内统计数据的数值要稍

微大一些 。这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 ,我国的统

计口径主要是货物贸易额 ,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不

仅包括货物贸易额 ,还包括服务贸易额 。相比较而

言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更全面 、更准确 、更具有说

服力 。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的数值大小 ,可以将有

关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这里的数值是进口或出口

外贸依存度 ,而不是总的外贸易存度):(1)数值很

大 ,一般来说都在 100 以上 , 有香港 、马来西亚 、新

加坡 、墨西哥 、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2)数值比较

适中的 ,一般都在 20 ～ 50 之间 ,有韩国 、泰国 、印度

尼西亚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英国等 ,其中包括中

国;(3)数值比较小的 ,一般都小于 20 ,大都在 10 左

右 ,主要有印度 、日本 、美国 、巴西等 。

表 3　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单位:%)

国家

和地区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1995 1997 1998 1999 1995 1997 1998 1999

中国大陆 24.0 23.1 21.9 22.1 21.7 18.3 17.3 19.2

中国香港 149.5 132.5 129.0 133.3 153.8 135.9 128.0 127.9

印度 10.9 12.0 133.3 13.2 14.5 14.5 14.0 15.0

印度尼西亚 26.3 27.9 51.2 34.9 27.6 28.1 41.7 26.9

日本 9.4 11.1 11.1 10.4 7.9 9.9 9.1 8.7

马来西亚 94.1 93.3 115.2 121.7 98.0 92.4 93.3 96.6

韩国 30.2 34.7 49.4 42.1 31.7 35.7 36.1 35.3

泰国 41.8 47.9 58.6 57.3 48.5 46.5 42.7 44.9

新加坡 177.2 / / / / / / /

加拿大 37.9 39.9 41.8 43.7 34.7 38.3 40.5 40.8

墨西哥 30.4 30.4 30.8 30.8 27.8 30.4 32.8 32.0

美国 11.2 11.8 11.1 / 12.3 12.8 12.8 /

巴西 7.7 7.6 7.4 10.6 9.5 10.2 10.1 11.7

法国 22.5 25.5 26.1 26.1 21.1 22.5 23.5 23.6

德国 24.5 27.8 28.9 29.2 23.8 26.4 27.2 28.1

俄罗斯 27.7 24.1 31.4 46.0 / / / /

英国 28.3 28.5 26.5 25.8 28.7 28.4 27.4 27.5

澳大利亚 19.5 20.1 18.8 / 19.9 21.0 21.3 /

　　资料来源:朱之鑫《2001 年国际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

社 , 2001年。转引自世界银行的《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

就中国而言 ,从整体上说 ,我国的出口或进口依

存度处于第二类 ,与法国 、德国 、俄罗斯 、英国 、墨西

哥 、加拿大等国处于同一水平 。但是 ,通过进一步分

析可以看出 ,在“同类”国家中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又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

(特别是进口依存度)一般都低于同类其他国家 ;

(2)出口依存度都大于进口依存度 ,除了法国和德

国 ,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3)仅就外贸依存

度数值的国际比较而言 ,我国的整体外贸依存度处

于中等水平 ,不存在过高或过低的情况 。

有人认为 ,从对外依赖性的角度来讲 ,一个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越强 ,其外贸依存度就越低 ,常常以美

国为例;也有人认为 ,一个国家的和地区经济越强 ,

其外贸依存度就越高 ,经常以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香

港和新加坡为例 。但是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其实 ,外贸依存度的大小与国家和地区的强弱没有

直接必然的联系 。例如 ,与德国 、法国 、英国相比 ,印

度和巴西并不是经济大国 ,但其外贸依存度却远远

低于前者 ,而与日本 、美国处于相同水平 。也就是

说 ,外贸依存度的大小与经济强弱没有必然联系 。

经济发达 ,其外贸依存度可以比较大 , 也可以比较

小 ,这是由本国和本地区的国情(如国内市场的大

小 、人口等因素)和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 。一

般来说 ,如果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贸易依存度

就比较高 ,如果选择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贸易依存

度就比较低 。当然 ,这并不是定律 ,像日本 、美国等

虽然采取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但是 ,其外贸依

存度比较低 。所以 ,当政府在以外贸依存度作为衡

量标准时 ,还要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

这一点启示我们 ,在利用国家外贸依存度来衡

量经济发展的情况时 ,数值大小并不重要 ,只要能适

应和保证经济健康 、稳定地发展就可以① ,外贸依存

度数值的高低不能作为判断对外贸易是否安全的主

要依据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国经济相互依存 ,

外贸依存度反映的不仅是本国与国外经济贸易的联

系程度 ,同时也反映国外与本国的经济贸易联系程

度 ,即外贸依存度反映的是本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

相互依赖程度 。就我国而言 ,由于我国实行的主要

是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 ,加工贸易进出

口额占了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加工贸易进

出口中 ,由于进口原材料 、中间产品在进口和出口环

节被重复计算了两次 ,实际上造成了外贸规模的“虚

夸” 。若是去除加工贸易中的这一重复计算部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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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结论具有现实性。本文不赞同不顾国际经验和本国国情 ,单纯地分析外贸依存度 ,那样得出的结论没有现实意义;单纯以外贸依存度的
高低来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地位也是不符合历史的。



国的外贸依存度会低于现有数值 。对照同样实行开

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

当的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国 ,我国的外贸依存

度处于较低水平 ,对外贸易总体上是安全的 。

2.外贸产品集中度分析

外贸产品集中度是指在所有的对外贸易中某种

产品的进出口额与所有产品的对外贸易额的比值 。

根据 5 种不同分类方法 ,商品的种类也不同 ,这里主

要以两种分类方法为主 。第一类是比较大的划分方

法 ,初级产品(细化为 5 种产品)和工业产品(细化为

5 种产品),总共是 10 种;第二类是比较细的划分方

法 ,就是标准的国际分类方法 ,总共是 19 种 。下面

分别进行详细的分析 。

首先 ,按照第一种分类方法进行分析 。

第一 ,对进口产品集中度的分析 。根据计算所

得的数据(见表 4),我们可以看出:(1)从整体来看 ,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的进口产品集中度一直保持在很稳定的状态 ,特别

是近几年 ,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产品集中度一直保持

在 82%左右的水平 。(2)从初级产品的分类来看 ,

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的进口产品集中度自从

1996 年以来一直保持下降的趋势;矿物燃料 、润滑

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产品集中度整体来看有上升的

趋势;饮料及烟类的进口产品集中度有逐渐下降的

趋势;非食用原料的进口产品集中度整体上保持稳

定 ;动 、植物油脂及蜡的进口产品集中度整体上有下

降的趋势 。从工业制成品的分类来看 ,化学品及有

关产品的进口产品集中度基本保持不变;轻纺产品 、

橡胶制品 、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产品集中度基

本保持直线下降的趋势;机械及运输 、设备的进口产

品集中度有先升后降 ,最近有开始反弹的趋势 。

表 4　1980 ～ 2002 年我国进口产品集中度 (单位:%)

年份 进口总额 初级产品

食品及主

要供食用

的活动物

饮料及

烟类

非食用

原料

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

有关原料

动、植物

油脂及蜡

工业

制成品

化学品及

有关产品

轻纺产品

橡胶制品

矿冶产品

及其制品

机械及

运输设备
杂项制品

未分类的

其他商品

1980 100 34.77 14.62 0.18 17.75 1.014 1.194 65.23 14.53 20.75 25.57 2.708 1.669

1985 100 12.52 3.676 0.488 7.659 0.407 0.289 87.48 10.58 28.16 38.43 4.502 5.81

1990 100 18.47 6.252 0.294 7.699 2.384 1.841 81.53 12.46 16.7 31.58 3.942 16.85

1991 100 16.98 4.388 0.314 7.843 3.312 1.127 83.02 14.54 16.45 30.73 3.823 17.47

1992 100 16.45 3.904 0.297 7.166 4.43 0.651 83.55 13.85 23.92 38.86 6.934 /

1993 100 13.67 2.122 0.236 5.231 5.597 0.483 86.33 9.334 27.44 43.31 6.248 /

1994 100 14.26 2.713 0.059 6.433 3.49 1.565 85.74 10.49 24.29 44.52 5.854 0.587

1995 100 18.49 4.643 0.298 7.692 3.882 1.972 81.52 13.1 21.78 39.86 6.255 0.525

1996 100 18.33 4.086 0.358 7.706 4.954 1.222 81.68 13.04 22.61 39.45 6.113 0.465

1997 100 20.1 3.023 0.225 8.433 7.239 1.183 79.9 13.55 22.63 37.07 6.005 0.638

1998 100 16.36 2.701 0.128 7.64 4.832 1.063 83.63 14.37 22.16 40.53 6.03 0.538

1999 100 16.2 2.184 0.126 7.689 5.378 0.825 83.8 14.5 20.71 41.91 5.855 0.816

2000 100 20.76 2.114 0.162 8.887 9.168 0.434 79.24 13.42 18.57 40.84 5.665 0.734

2001 100 18.79 2.043 0.169 9.083 7.182 0.313 81.21 13.18 17.22 43.94 6.189 0.688

2002 100 16.69 1.775 0.131 7.703 6.534 0.551 83.31 13.22 16.43 46.42 6.708 0.53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

　　第二 ,对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分析 。

根据表 5 中计算所得的数据可以看出:(1)从整

体来看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产品集中度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 ,已经由 1992 年的

79 .98 上升到 2002 年的 91 .23 ,并创了历史纪录 。

(2)从初级产品的分类来看 ,所有细分产品的出口产

品集中度整体上均有下降的趋势 。从工业制成品的

分类来看 ,轻纺产品 、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

出口产品集中度基本保持直线下降的趋势 ;机械及

运输 、设备的出口产品集中度一直保持迅速上升的

趋势;杂项制品的出口产品集中度整体上一直保持

下降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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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80 ～ 2002 年我国出口产品集中度 (单位:%)

年份 出口总额 初级产品

食品及主

要供食用

的活动物

饮料及

烟类

非食用

原料

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

有关原料

动、植物

油脂及蜡

工业

制成品

化学品及

有关产品

轻纺产品

橡胶制品

矿冶产品

及其制品

机械及

运输设备
杂项制品

未分类的

其他商品

1980 100 50.3 16.47 0.43 9.443 23.62 0.331 49.7 6.181 22.07 4.653 15.65 1.142

1985 100 50.56 13.9 0.384 9.7 26.08 0.494 49.44 4.965 16.43 2.823 12.75 12.48

1990 100 25.59 10.64 0.551 5.696 8.434 0.259 74.41 6.007 20.25 9.00 20.43 18.72

1991 100 22.47 10.06 0.736 4.852 6.617 0.209 77.53 5.314 20.12 9.951 23.13 19.01

1992 100 20.02 9.782 0.848 3.7 5.525 0.164 79.98 5.119 19 15.56 40.3 /

1993 100 18.17 9.155 0.982 3.327 4.479 0.223 81.83 5.039 17.87 16.66 42.27 /

1994 100 16.29 8.276 0.828 3.41 3.363 0.409 83.71 5.153 19.19 18.09 41.27 0.01

1995 100 14.44 6.69 0.921 2.941 3.584 0.305 85.56 6.112 21.67 21.11 36.66 0.004

1996 100 14.52 6.773 0.888 2.678 3.927 0.249 85.48 5.877 18.87 23.38 37.35 0.008

1997 100 13.1 6.059 0.574 2.295 3.822 0.354 86.9 5.595 18.84 23.91 38.55 0.002

1998 100 11.15 5.723 0.531 1.916 2.817 0.167 88.85 5.618 17.68 27.33 38.21 0.003

1999 100 10.23 5.365 0.396 2.011 2.39 0.068 89.77 5.321 17.06 30.18 37.2 0.005

2000 100 10.22 4.929 0.299 1.791 3.152 0.047 89.78 4.855 17.07 33.15 34.62 0.089

2001 100 9.901 4.801 0.328 1.568 3.162 0.042 90.1 5.017 16.46 35.66 32.73 0.219

2002 100 8.765 4.49 0.302 1.352 2.591 0.03 91.23 4.707 16.26 39.00 31.07 0.199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对外贸易中进口

产品集中度和出口产品集中度的特点主要有 :(1)进

口产品集中度的变化幅度比较小 ,出口产品集中度

的变化比较大 。但是 ,机械及运输 、设备在进口和出

口产品集中度中均占有主导地位 。这与我国外商直

接投资“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经营模式有关系 。

(2)杂项制品的进口产品集中度比较低 ,而出口产品

集中度比较高 ,说明杂项制品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 。其出口产品集中度的逐年下降 ,说明了我

国制成品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改善 。(3)进口产品集

中度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发展情况紧密相连 。像矿物

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机械及运输 ,设备的进口

产品集中度的变化 ,特别是后者的变化(2002 年的

数值超过了 1994 年的数值)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

态势甚或局部过热现象相一致 。

其次 ,按照第二种分类方法进行分析 。

在对第一类方法进行分析以后 ,我们继续对第

二类方法进行分析 。从计算的数据(见表 6)我们可

以发现 ,产品类型按照外贸产品集中度的大小可以

分为四类:(1)超主导产品(数值为 38 .87)。这里就

是指第 16 类 。(2)主导产品(数值为 12 .06)。这里

就是指第 11 类 。(3)次主导产品(数值在 3 到 8 之

间)。这里就是指第 5 、6 、7 、15 、17 、18 、19 。(4)一

般产品(数值小于 3)。这里就是指所有其他的产

品 。

我们这里主要就前三种类型的 16 、11 、5 、6 、7 、

15 、17 、18 、19 类商品进行分析 。(1)第 16 类超主

导产品(机器 、机械器具 、电气设备及零件 ;录音机

及放声机 、电视图象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零附

件)。其进口 、出口以及总的外贸产品集中度都是逐

年上升的 。但是进口数值大于出口数值 。(2)第 11

类主导产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其进口 、出口

以及总的产品集中度都是逐年下降的 ,出口数值远

远大于进口数值 。(3)第 5 、6 、7 、15 、17 、18 、19 类次

主导产品 。5 、7 、15 类产品的进口 、出口以及总的产

品集中度都是逐年下降的 。 6 、17 、18 、19 类产品的

进口 、出口以及总的产品集中度一般都表现为小幅

上升的趋势 。但是它们的进口数值一般都大于出口

数值 。

下面的分析表明 ,我国的对外贸易严重依赖第

16 类产品 ,这是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资本 、技

术要素不断积累 ,我国逐渐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必

然结果 。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积极

的 。但从外贸安全的角度来看 ,有三点需要注意:一

是出口严重依赖这类产品 ,而这类产品与发达国家

之间又具有较强的竞争性 ,因此其出口不仅易受到

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 ,且容易导致与贸易伙伴关系

的紧张 。事实也是这样 ,近年来我国在机电产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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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遭受到的外国反倾销等贸易制裁的频率日益提

高 。二是这类产品的进口大于出口 ,这一方面是我

国经济发展对技术 、设备需要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又

容易使我国产生对进口的依赖 ,因为在技术设备的

进口上我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逆差 。最后 ,我国有可

能形成在这类产品对外贸易上的双重依赖 ———机电

产品生产设备依赖国外 , 机电产品出口依赖国外 。

由于机电产品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产品 ,这种

双重依赖对经济贸易的平稳发展存在一定的隐患 。

表 6　2000 ～ 2002 年(19 种分类方法)我国各类进出口商品的产品集中度(单位:%)

序号 名　　称
2000年

出口

2000年

进口

2000年

总值

2001 年

出口

2001年

进口

2001年

总值

2002年

出口

2002年

进口

2002 年

总值

0 总　额 52.54 47.46 100.00 52.21 47.79 100.00 52.45 47.55 100.00

1 活动物;动物产品 0.92 0.48 1.40 0.91 0.46 1.37 0.76 0.44 1.20

2 植物产品 1.10 0.91 2.01 0.97 0.93 1.90 0.94 0.65 1.60

3
动植物油脂及分解产品;精制食用油

脂;动植物蜡
0.03 0.22 0.24 0.02 0.15 0.18 0.02 0.25 0.27

4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代用品的制

品
1.09 0.38 1.47 1.14 0.37 1.51 1.08 0.32 1.40

5 矿产品 1.94 5.17 7.11 1.93 4.41 6.35 1.58 3.94 5.53

6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2.45 3.82 6.27 2.51 3.74 6.25 2.35 3.91 6.27

7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1.68 3.45 5.13 1.63 3.40 5.03 1.62 3.20 4.81

8

生皮 、皮革、毛皮及制品;鞍具挽具;旅
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物品;动物肠线

(蚕胶丝除外)制品

1.58 0.67 2.25 1.65 0.67 2.32 1.50 0.57 2.07

9

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稻

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
筐及柳条编结品

0.57 0.79 1.35 0.57 0.69 1.25 0.57 0.67 1.25

10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板

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
0.39 1.47 1.86 0.39 1.33 1.71 0.38 1.19 1.56

1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10.41 3.49 13.90 9.78 3.19 12.97 9.32 2.74 12.06

12
鞋、帽 、伞、杖 、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

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2.52 0.09 2.61 2.40 0.08 2.49 2.16 0.06 2.22

13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

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
0.85 0.38 1.23 0.82 0.37 1.19 0.88 0.34 1.22

14
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 、贵金

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
0.53 0.51 1.04 0.47 0.19 0.67 0.46 0.21 0.67

15 贱金属及其制品 3.50 4.35 7.85 3.16 4.30 7.46 3.05 4.23 7.28

16

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零件;录音

机及放声机 、电视图象声音的录制和重

放设备及零附件

15.37 17.96 33.33 16.65 18.92 35.57 18.67 20.20 38.87

17 车辆 、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1.97 1.34 3.31 1.84 1.97 3.81 1.70 1.86 3.55

18

光学 、照相 、电影 、计量、检验 、医疗或外

科用仪器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

乐器;及其零附件

1.80 1.73 3.53 1.66 2.09 3.75 1.53 2.32 3.86

19 其他 3.85 0.27 4.11 3.71 0.52 4.24 3.87 0.44 4.31

　　资料来源:根据《2002 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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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第 11 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来说 ,出口

远远大于进口 ,说明我国这类产品在国际上极具竞

争力 ,其出口产品集中度的逐年下降 ,是出口产品结

构优化的结果 。但与此同时 , 这类产品仍是我国的

第二大类出口产品 ,它不仅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

直接竞争 ,而且从比较成本的角度来看 ,虽然发达国

家应该放弃这种产品的生产 ,但发达国家因为产业

结构调整方面的滞后 ,为了保护就业又不得不维持

生产 ,因此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也

存在直接冲突 。这类产品高居第二的出口产品集中

度使我国容易受到外国的贸易报复或贸易报复威

胁 ,其直接的表现就是 2005 年纺织品服装贸易在

WTO 框架下实现贸易自由化以后 ,不少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纷纷考虑对我纺织品服装出口单独设

限 。

3.外贸地区集中度分析
正如前文所定义的 , 所谓外贸地区集中度是指

本国与某个国家的贸易额与本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值 。比值越大 ,说明本国对外贸易对这个贸易国的

依赖性越大 ,本国的对外贸易市场比较集中 ,越容易

产生经济摩擦 。

根据表 7 的数据可以看出 , 我国的外贸地区集

中度主要有以下特征:(1)从洲际分布来看 ,我国的

对外贸易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地区 ,占据一半以上 ,

与欧洲的贸易额和与北美洲的贸易额几乎相当 ,但

是前者稍微大于后者 。(2)从洲际内部的分布来看 ,

在北美洲的分布最为集中 ,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占了

与北美贸易的 90 %以上 ;在欧洲的分布比较均匀 ,

最集中的国家是德国 ,不过其所占比重也只有 20%

左右 ;在亚洲 ,香港和日本地区比较集中 ,香港占了

大约 20%左右 ,日本占了大约 30 %左右 。(3)从国

家和地区的分布来看 ,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

六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 、美国 、中国香港 、韩国 、中国

台湾 、德国 。除去香港之外(香港在我国对外贸易中

的地位主要是通过那里进行转口贸易),日本和美国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是韩国

的两倍多 ,德国的三倍多 。

通过以上分析 ,联系我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 ,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美国频频对我各种出口产品进

行限制 ,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特别明显 。

在亚洲地区① ,韩国 、台湾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

业很多 ,我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外资企业的生产加

工基地 ,因此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地区集中度一

般来说都大于出口地区集中度 ,不易发生经济摩擦 ,

韩国和台湾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同样 ,我国与最大

贸易国日本之间的贸易也是对称和平衡的 。在欧洲

地区 ,我国与德国的贸易关系最为紧密 ,但是进口额

大于出口额 ,即进口地区集中度大于出口地区集中

度 。但是 ,在北美洲地区 ,美国不仅占据我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 16 %左右 、与北美地区贸易总额的 90%以

上 ,而且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地区集中度远远大于进

口地区集中度 ,即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高于

对进口的依赖程度 ,中美贸易存在失衡和不对称性 。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外贸依存

度一般反映的是贸易伙伴之间的相互依存 ,但中美

贸易中表现的却更多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 。

从地区分布的角度分析 ,改变这种状况对对外贸易

的长期平稳 、安全发展非常必要 。中美贸易数据的

失衡存在很多因素 ,如中国很大一部分对美出口是

在华美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 ,这部分出口中所需

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

家 ,而加工成品 ,美国却全部计入中国的出口 ,从而

导致美国频频借口贸易顺差对我国进行贸易制裁威

胁 。由此可见 ,我国应该对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进

行重新审视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这有助于缓解我国

与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贸易摩擦 ,为中美贸易

的平稳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

表 7　2000 ～ 2001 年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地区集中度(单位:%)

年份

地区

2000 年 2001年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总　计 100.00 52.54 47.46 100.00 52.21 47.79

亚洲 57.70 27.90 29.80 56.52 27.65 28.87

中国香港 11.37 9.39 1.99 10.98 9.13 1.85

日本 17.53 8.78 8.75 17.21 8.82 8.40

马来西亚 1.70 0.54 1.16 1.85 0.63 1.22

新加坡 2.28 1.21 1.07 2.14 1.1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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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地区

2000 年 2001年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韩国 7.27 2.38 4.89 7.04 2.46 4.59

泰国 1.40 0.47 0.92 1.38 0.46 0.92

中国台湾 6.44 1.06 5.38 6.34 0.98 5.36

欧洲 18.19 9.59 8.60 19.15 9.66 9.49

英国 2.09 1.33 0.76 2.02 1.33 0.69

德国 4.15 1.96 2.19 4.62 1.91 2.70

法国 1.61 0.78 0.83 1.53 0.72 0.81

意大利 1.45 0.80 0.65 1.53 0.78 0.74

荷兰 1.67 1.41 0.26 1.71 1.43 0.29

北美洲 17.16 11.65 5.51 17.24 11.31 5.93

加拿大 1.46 0.67 0.79 1.45 0.66 0.79

美国 15.70 10.98 4.72 15.79 10.65 5.14

大洋洲及太平洋群岛 2.06 0.82 1.24 2.03 0.80 1.23

澳大利亚 1.78 0.72 1.06 1.76 0.70 1.06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

四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 ,就我国对外贸易的安全性问题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外贸依存度只是外贸安全的一个参考指标 。

从外贸依存度角度考虑外贸的安全性必须结合具体

国情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 外贸依存度反映的更

多是各国经济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 。外贸依存度可

以作为一个国家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时的参考 ,但又

不必拘泥于外贸依存度的大小 ,只要对外贸易能服

务于国家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的目标 ,对外贸易就是

合理的 。在全球化条件下 , 一国的对外贸易中很大

一部分是外国跨国公司所从事的 ,实际上是他们承

担着相应的风险 。在国际横向比较方面 ,与我国采

取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相比 ,我国的整体外贸依存度处于中等水平 ,不存在

外贸依存度过高的情况 。

2.我国外贸产品集中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经济发

展状况紧密相连 。随着我国资本 、技术要素的逐渐

积累 ,我国外贸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但外贸产品高度

集中在机电 、纺织类产品 ,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竞争性不断增强 ,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

济摩擦日益增加 。在与发达国家的机电产品贸易摩

擦中 ,对我国较为不利的情况是 ,我国的机电产品出

口和技术设备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发达国家的

双重依赖 ,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安全进行有一定

隐患 。从产品集中度角度考察 ,为了确保我国对外

贸易乃至整个经济的安全发展 ,对我国的产业政策

加以适当调整 、适度增加必要的进口势在必行 。另

外 ,从国际经验来看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已

进入了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高发期 ,建立健全有

效的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机制非常迫切 。

3.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进口和出口外贸

地区集中度的平衡性和对称性 ,与我国同其他国家

的经济关系紧密相关 。在所有国家里 ,我国与美国

的进口和出口地区集中度的不对称性 、不平衡性尤

为明显 ,从而导致美国频频借口贸易顺差对我国施

加诸如开放市场 、人民币升值之类的压力 。从加工

贸易角度考察 ,我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实质上是在韩

国 、台湾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的转移 。

因此 ,我国应该对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进行重新定

位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尽可能化解国际经济摩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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