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涉外竞争力分析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盛宝柱

[摘要 ] 本文以区域涉外竞争力理论为指导 ,较系统的阐述了区域涉外竞争力比较的原则和方法 ,结合区域
对外经济和综合涉外竞争力的现状 ,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个方面对安徽涉外竞争力进行了较全面的分
析 ,并提出提升安徽涉外竞争力的建议。
[关键词 ] 区域涉外竞争力 　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

区域竞争力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国家之间关系发生新变化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
大大显示了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性。区域涉外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所谓竞争力 ,即争夺力 ;涉外
竞争力 ,即争夺国际市场的能力。我国十分重视区域涉外竞争力的研究。安徽省政府也已制定将安徽涉外
竞争力研究作为本省 21 世纪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区域涉外竞争力比较的原则
关于区域涉外竞争力的比较 ,本人认为应该坚持以下三原则 :
1、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原则。比较某一区域涉外竞争力 ,不但应同其它区域相比 ,总结出具备

优势的产业 ,即进行横向比较 ;还应将本区域不同产业部门进行比较 ,总结出本区域的优势产业 ,即进行纵向
比较。然后 ,把两者综合考虑 ,确定该区域具备涉外竞争优势的产业。

2、宏观比较与产业比较相结合的原则。所谓宏观比较 ,是指本区域同其他区域涉外竞争力相比较是否
具备优势。所谓产业比较 ,是指本区域同其他区域各个产业相比 ,哪些产业具备优势。只有宏观比较与产业
比较相结合 ,才能明确该区域涉外竞争力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3、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结合的原则。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通过国
际贸易分工获得利益。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分工。比较优势理论曾指
引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通过输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 ,获得自身经济发展所需
要的资金和技术。但是 ,这种以资源要素禀赋为依托的贸易方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越来越恶化的贸易形势 ,
具有不可持续性。区域竞争力的比较越来越倾向于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个区域在其参与大
区域分工中所具备的强于其它地区的优势。进行涉外竞争力的比较不但应考虑比较优势 ,还应考虑竞争优
势 ,两者相结合才能对区域涉外竞争力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安徽涉外竞争力实证研究
(一)安徽对外经济发展现状
1、安徽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越来越小 ,基本呈递减之势。

表一、安徽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情况一览表 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安徽进出口总额 全国进出口总额 安徽占全国的比重 ( %)

2000 年 33. 3 3927. 3 0. 9

2001 年 36. 2 4218. 4 0. 9

2002 年 41. 8 5137. 8 0. 8

2003 年 59. 4 8512. 1 0. 7

　　2、安徽进出口结构现状表现为 :出口产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进口规模小 ,产
品类型较为分散 ,以初级产品为主。

据统计 ,2003 年安徽出口产品金额排前几位的是 :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机电产品、棉
机织物、鞋、医药品、家用陶瓷器皿、手动或机用工具。进口产品金额排前几位的是 :纸浆、铁矿砂、成品油、汽
车零件、合成纤维长丝机织物、纸及纸板、铜、棉机织物、纺织机械、农药等。而且 ,进口产品类别分散 ,以能
源、原料和机械产品为主。

3、外贸风险大。安徽出口产品主要销往香港、美国、日本和欧洲。根据 2003 年的数据统计 ,安徽出口产
品中销往香港和美、日、欧的比例达到 54 %。其中 ,香港占 5 % ,日本占 10 % ,美国占 19 % ,欧洲占 20 %。国际
市场的单一性决定了安徽外贸风险较大。

4、利用外资势头迅猛。随着安徽投资环境的改善 ,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 ,安徽利用外资形势出现迅猛增
长势头。2003 年全省合同利外资金额 10. 95 亿美元 ,比 2002 年同期增长 47. 8 %。2003 年全年全省进出口总
值为 59. 4 亿美元 ,比 2002 年同期增长 42. 1 % ,其中 :进口 28. 8 亿美元 ,增长 66. 6 % ,出口 30. 6 亿美元 ,增长
24. 9 %。

(二)安徽涉外竞争力比较分析
区域涉外竞争力 ,是指一个区域经济在全球大区域中的市场竞争力 ,它能综合评价某一区域对外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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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安徽省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中部省份 ,其涉外竞争力的强弱对于其发展外向型经济至关重要。

安徽综合涉外竞争力

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力
进出口商品总额
进出口增长率

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力
实际 FDI

协议 FDI

FDI 增长率

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
旅游创汇总额
国际游客数

经济外向度
外贸依存度
出口区位商
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总额

安徽涉外竞争力结构图

本研究从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力、国际资本
市场竞争力、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和经济外向
度四个方面 ,对安徽涉外竞争力进行比较分
析。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力 ,由进出口商品总额
和进出口增长率两个指标构成 ;国际资本市场
竞争力由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
协议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三个指标构成 ;
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由旅游创汇总额和国际
旅客数两个指标构成 ;经济外向度由外贸依存
度、出口区位商和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总额三
个指标构成。

1、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力。本研究选择进
出口商品总额和进出口增长率两个指标衡量区域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力。它们分别从两个侧面来讨论国际商
品市场的竞争力 ,前者反映出总体水平 ,后者则反映出发展势头。

表二、安徽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力一览表 (2003 年)

指 标 安徽水平 全国水平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59. 4 8512. 1

进出口增长率 ( %) 42. 1 37. 1

(1)进出口商品总额。2003 年安徽进出口商品
总额为 59. 4 亿美元 ,为全国水平 8512. 1 亿美
元的 0. 7 %。安徽在中部六省中 ,居第一位。
显然 ,中部水平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仅为全国
水平的 2. 8 % ,就该指标而言 ,安徽处于不利
的地位。

(2)进出口增长率。2003 年安徽进出口商品总额比 2002 年增长了 42. 1 % ,高于全国水平 (37. 1 %) 。在中
部范围内 ,安徽进出口增长率仅高于湖南、湖北 ,位于第三位 ,与其进出口商品总额基本协调 ,处于劣势地位 ,
但发展潜力较大。

2、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力。本研究选择了三个指标来衡量区域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力 ,它们是实际 FDI、协
议 FDI和 FDI增长率。FDI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英文缩写 ,第一个指标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水平 ,第二
个指标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意向水平 ,第三个指标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趋势。

表三、安徽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力情况一览表

指 标 安徽水平 全国水平

实际 FDI(亿美元) 3. 91 535

协议 FDI(亿美元) 10. 95 1151

FDI增长率 ( %) 4. 1 1. 4

(1)实际 FDI。2003 年安徽的实际 FDI 为
3. 91 亿美元 ,为全国水平 535 亿美元的 0.
7 %。在中部六省中 ,安徽的实际 FDI 仅高于
山西 (2. 2 亿美元) ,处于第五位。

(2)协议 FDI。2003 年安徽的协议 FDI 为
10. 95 美元 ,为全国水平 1151 亿美元的 1 %。
在中部六省中 ,安徽的协议 FDI与安徽的实际

FDI一样仅高于山西 ,处于第五位 ;协议 FDI的增长率仅高于湖南 (43. 3 %) ,处于第五位。该指标在全国与中
部所处的位置与前一指标类似 ,表明安徽的实际 FDI和协议 FDI基本是协调发展的。

(3) FDI增长率。这里 FDI增长率是指实际 FDI的增长率。2003 年安徽 FDI增长率为 4. 1 % ,虽高于全国
水平 ,但在中部六省中排名最后一位。表明安徽的实际 FDI增长较慢。

3、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本研究选择旅游创汇总额和国际旅客数两个指标来衡量区域国际旅游市场竞
争力。

表四、安徽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情况一览表

指 标 安徽水平 全国水平

旅游创汇总额 (亿美元) 1. 1 174

国际游客数 (万人次) 28. 1 9166

(1)旅游创汇总额。2003 年安徽旅游创汇
总额为 1. 1 亿美元 ,约为全国水平的 0. 6 %。
在中部 ,低于湖北 ,位于第二位。

(2)国际游客数。2003 年安徽的国际旅客
数为 28. 1 万人次 ,约为全国水平的 0. 3 %。在
中部 ,低于湖北 ,位于第二位。2003 年安徽旅

游创汇和国际旅客数与 2002 年相比 ,与全国一样 ,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是受非典疫情的影响 ,但在全国
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4、经济外向度。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走势的加强 ,中国加入 WTO 后 ,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任何一
个地区都不可能脱离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而独自发展。区域经济外向度愈高 ,其涉外竞争力愈强 ,区域涉外竞
争力愈强 ,其经济外向度也愈高。因此 ,经济外向度既是涉外竞争力长期作用的结果 ,又是涉外竞争力强弱
的量度。

本研究选择外贸依存度、出口区位商和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总额三个指标 ,来衡量区域经济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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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安徽经济外向度情况一览表 (2003 年)

指 标 安徽水平 全国水平

外贸依存度 ( %) 12. 35 60. 25

出口区位商 0. 21 1

外商企业商品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15. 3 4384

　　 (1) 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 = 进出口
总额/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它表明一个区域
进出口商品的市场总价值和该区域生产的最
终产品的市场总价值之比。比例越大 ,显然经
济开放度愈高。同时 ,该指标也反映了对外贸
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其数值越大 ,
则外贸在区域经济中越重要。

2003 年安徽外贸依存度为 12. 35 % ,为全
国水平 60. 25 %的 21. 5 %。中部水平显然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仅为全国水平的约 1/ 6 ,而安徽在中部范围内仅
略高于山西 ,位于下游地位。可见安徽外贸依存度在全国 ,乃至中部欠发达省份中都是比较低的 ,这将严重
制约安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2)出口区位商。出口区位商 = (区域出口总额/ 区域 GDP) / (全国出口总额/ 全国 GDP)

全国出口区位商为 1 ,当区域出口区位商大于 1 ,表明该区域对全国出口贡献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区域
出口区位商小于 1 ,表明该区域出口贡献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通常 ,我们把出口区位商大于 1 的区域称为出
口导向型经济区域。2003 年 ,安徽出口区位商为 0. 21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略高于中部水平 (为 0. 18) ,
在中部范围内排名第一位。可见 ,在同类省份中安徽出口区位商呈微弱优势。但无论如何 ,安徽都远不能算
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区域 ,其对全国出口的贡献是比较小的。

(3)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总额。外商在一个区域投资办企业本身表明这一区域的经济开放程度。此外 ,
外商企业还通过进出口带动区域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活动 ,加速区域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 ,进一步扩大区域经
济的外向度。这里 ,外商企业即外商投资企业 ,包括中外合资企业 ,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2003 年安徽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15. 3 亿美元 ,仅为全国水平 4722. 5 亿美元的 0. 3 %。在中部范
围内 ,位居第三。另外 ,在讨论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与区域涉外竞争力关系时 ,一个指标须加注意 ,即外商企
业进出口额占区域进出口总额的比重。2003 年 ,安徽此比重为 25. 76 % ,可见外商企业在安徽外贸经济发展
中并不具备主导地位 ,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和利用外资规模对安徽外贸经济的发展仍然至关重要。在中部
其他省份中 ,该指标均小于 50 % ,中部平均水平为 25. 77 % ,全国水平为 55. 47 %。

5、结论
(1)安徽涉外竞争力在全国乃至中部范围内都处于落后水平。衡量涉外竞争力的十个指标在全国的比

较中几乎全部低于全国水平甚至中部水平 ,仅进出口总额、进出口增长率、出口区位商三指标略高于中部水
平 ,除进出口增长率外 ,在全国仍明显表现为劣势 ,安徽外向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基本上还不能说是外向型
经济发展区域。

(2)在安徽涉外竞争力各方面均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 ,最明显的弱势在于实际 FDI 的增长率和经济外向
度两方面。安徽在外商直接投资上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这与安徽的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沿海省份外
向型经济比较发达 ,外商直接投资多。安徽与同类的省份比 ,规模较小的原因 ,则主要是开拓不够。安徽的
经济外向度较低 ,尤其是外商企业商品进出口总额不高 ,占外资企业区域进出口总额比重也比较低。这说明
安徽利用外资势头较弱 ,还没形成一股强大的出口动力。因此 ,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仍是
目前发展外贸经济的重要任务。

(3)安徽最具优势的指标是进出口增长率。安徽进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 ,高于中部平均水平。这说
明安徽外贸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 ,外商投资的增加将大大推动安徽对外经济的发展。

三、关于提升安徽涉外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一)要改善进出口结构。要改变现有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贸易结构 ,建立注重竞争优势的贸易结构。

一方面 ,要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 ;另一方面 ,要改变大量进口初级产品的现状 ,进口中间产品 ,加
大对进口产品的改造和利用 ,依靠技术升级替代进口品。

(二)要不断优化投资环境 ,利用外资推动对外经济的增长。投资环境对引进外资来说十分重要。政策
环境乃至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改善都将推动利用外资的势头。对安徽来说 ,可以一方面转变观念 ,扩大开
放 ;另一方面 ,通过改善环境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以发展境外旅游为突破口 ,树立安徽在世界的形象 ,吸引外
商投资 ,推动对外经济的发展。

(三)要坚持“集中、特色、规模”的原则。提升安徽涉外竞争力首先要从整体上加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要
性的观念 ,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要坚持“集中、特色、规模”的原则。“集中”是指在提升涉外竞争力时 ,应尽
可能最大限度地将区域可利用的各种资源集中到有限几个经济发展的战略关键上去。战略关键可以是区域
经济的关键产业 ,主导产业或优势产业。“特色”是在提升涉外竞争力过程中应形成有利于本区域的经济特
色。只有具备独特优势的区域 ,才能在大区域经济中呈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安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其
中有色金属更是一支独秀。这些自然资源优势有望形成安徽特色的产业群 ,是安徽涉外竞争力赶超沿海发
达省份强劲的“后发优势”。“规模”是指提升区域涉外竞争力应有利于区域经济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从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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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对策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马永红 　王静

[摘要 ] 在 WTO 的加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汽车工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本文在阐述
汽车工业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 ,实证研究中国汽车工业国际竞争能力 ,指
出中国汽车工业在规模经济、研发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并从政府制定最小经济规模标准、加大研发
经费投入、促进民族品牌开发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 汽车工业 　国际竞争力 　对策

一、中国汽车工业的现状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 ,我国汽车工业形成了比较全面生产工业基地和健全的汽车产品系列 ,建成了第一

汽车集团 ,东风汽车集团和上海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 ,国产汽车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 ,车型和产量基本满足
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截止到 2002 年我国汽车厂家共有 117 家 ,资产总额达 3892 亿 ,年产量达 325 万辆 ,成为
世界第五大汽车生产国。与此同时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在进一步加强 1997 年中国汽车制造业
增加值占工业的比重为 2. 7 % ,2002 年汽车工业增加值实现 880 亿元 ,这一比重迅速提高到 4. 7 %。2002 汽车
制造业对工业生产增长的拉动作用仅次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位居行业第二位 ,汽车制造业对工业利润
增长的贡献达 20 % ,位居各大行业之首。但是加入 WTO 后 ,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着机遇与挑战。首先 ,中国必
须对外开放汽车市场 ,对于尚处于起步发展期 (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中国汽车工业来说 ,是个不小的冲击。其
次 WTO 的加入也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抓住这个空间谋求更大的发展是不可多得的机
遇。

二、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及实证分析
汽车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 ,考虑到产业本身的特点及评价竞争力的

一般因素 ,确定规模因素 ,技术因素 ,效率与效益因素 ,需求因素为评价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因素。
(1)规模因素。汽车产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性 ,研发设计投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开发一个新品种

至少要耗资 1. 5 亿美元 ,规模因素是评价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规模因素的相关指标选取 D 值 ,
年产量 ,总产值作为评价标准。其中 D 值表示达到最小最优经济规模的企业的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
比。(D 值 ,年产量 ,总产值数据的选取是全国所有汽车企业)

(2)技术因素。汽车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技术因素决定汽车产品的质量 ,质量是
影响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直接因素。选取影响技术因素的经济指标 ,R&D/ 年销售收入 ,研发人员数/ 总员工人
数。

(3)效率和效益因素。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来讲 ,其效率和效益能力是决定其能否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提供

图 1 　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模型

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原因 ,选用了最有代表性的指
标 ,有销售利润率 ,人均产值 ,其中人均产值用每
人每年的产值表示

(4)需求因素。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受
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的直接影响 ,需求影响一国
产业的投资水平并能对企业产生竞争压力 ,最终
能提高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需求因素用了两
个主要指标 ,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率 ,国际市场份
额。

根据影响因素和选用的指标 ,可以建立起评
价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模型 (图 1) 。

应用层次分析法对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出各因素合成权重 (表 1)

1 合成权重表

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规模”效益可以从提升企业规模 ,集团规模 ,群体规模 ,品牌规模着手。“规模”效益
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利用 ,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

注 :人民币汇率按 1 美元兑换 8. 26 元人民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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