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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外贸易竞争力是构成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对 1990 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与产
业结构变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指出现实差距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实行顺市场型的贸易和
产业政策 ,以产业内升级为导向、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以融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分工体系
与价值链网络为路径、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等建议措施。
[关健词 ]对外贸易 　产业结构 　产业间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品内贸易指数

一、引言

的渠道分为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两条渠道。正式交流渠道包括书刊、会议媒体、专利技术转让等等方式 ,非
正式交流渠道一般指闲谈、非正式讨论、集会等等。信息交流是创新扩散的主要渠道 ,又是创新的源泉。正式
交流是可控的 ,在各种区域情况基本是相同的 ,并且易于模仿和交流。非正式交流则不易移植 ,它的传播速度
要比正式交流快得多。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在其专著《地区优势 ———硅谷和 128 公路地区文化与竞争》一书中
指出 ,硅谷之所以后来居上 , 发展超过 128 公路地段 ,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具备了利于非正式交流的人文关
系网络。在硅谷 ,企业之间既相互竞争 , 又相互合作。非正式交流促进了信息与技术的快速扩散 ,推动了企
业技术创新。非正式交流是未编码知识的主要传递渠道 ,许多最新的、超前的知识或者介于隐含经验类知识
和清晰知识之间的知识 ,大量的还未实现编码化技术 ,或者根本就不申请专利 ,大量具有时效性的技术等等都
是以未编码化的知识形式存在。这些知识内容丰富、涉及面宽 ,从正式渠道难以得到。通过非正式交流 ,这些
知识得以快速有效地传播。个人间通过交流共享未编码知识是一个知识和技术扩散过程。合肥市软件园创
业中心为孵化企业创造正式交流的机会 ,如组织培训及沙龙 ,编辑创业信息并向孵化企业传送各种信息等等。
然而孵化器内企业的非正式交流还远远不够。合肥市软件园内仅有少数企业存在信息咨询、技术委托与开发
的合作关系 ,大部分企业间几乎没有来往 ,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十分缺乏 ,也很少有产业链上的联系 ,合作竞争
较弱 ,缺乏一种共同文化和创新氛围 ,人才集聚的优势未达到充分发挥。一些小软件公司经理最担心的就是
辛辛苦苦培养出的技术骨干被园内企业挖走 ,导致公司的知识产权流失和人员成本的被迫提高。特别是合肥
软件园内企业间层次不明显 ,大量企业处在同一平面竞争 ,因此“重要员工向对手投诚或自行创业 ,都成为管
理者挥之不去的梦魇”(波特 ,1998) 。结果是 ,企业既渴望交流又惧怕交流 ,陷入了沟通的“两难”境地 ,限制了
集群内企业结网的进程。合肥软件园内企业之间合作度低 ,人文关系网络的缺乏阻碍了企业之间信息交流与
相互学习 ,尚未形成本地化的社会网络。进而制约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4、孵化器推动企业集群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下 ,仅仅以低成本为基础 ,而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的工
业园区 ,存在被成本更低的同类开发区所替代的危险。而如果在工业园区内形成产业集群 ,则会使很多新企
业在本地繁衍和成长 ,使吸引来的企业根植于本地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依据高技术企业的高投入、高风险和
高回报的特点 ,它们需要与相关公司的配套 :科技成果转化 ,高新技术企业成长 ,需要中介服务的支撑 ,如律师
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 ;为了获取充足的风险投资 ,需要风险投资公司和机构投资公司 ;要使企业
间加强联动 ,就需要引进易于产生联动和沟通的场所或机会 ,如固定的协会和不固定的沙龙等形式 [4 ] [5 ] 。合
肥软件园随着在孵企业的不断涌入以及一部分企业从母体中衍生出来 ,企业边界在不断扩大 ,此时 ,专业化的
供应商开始萌芽 ,更多的相关的支持性行业包括培训、咨询、金融、律师事务所及相关的投资公司等机构相继
进入 ,集群初现雏形 ,集群外部的企业家在集群的强大吸引力下 ,也开始在集群内创办新公司 ,集群作为一个
整体 ,其影响力与日俱增。2000 年 10 月 ,合肥软件园通过 5 %的投资将安徽省科创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引入软
件园。2000 年月 1 月 ,以软件园为基础成立了“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同时 ,合肥软件园随着在孵企业的增
加 ,产业的扩大 ,为在孵企业与毕业后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迅速增加了在孵企业的面积和产业基地的
面积。合肥市软件园成立 6 年来 ,企业的数目与企业规模逐渐扩大 ,产业发展速度增加 ,已初见集群效应。合
肥软件园为培育本市、本省的软件产业集群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四、结束语
孵化器是培育高技术产业企业集群的人工环境 ,它对产业集群的贡献可归结为 : (1)引导企业“扎堆”,完

成企业集群的第一步 ; (2)加速高新技术企业的衍生 ,拓展集群的边界 ; (3)创造面对面的知识和信息流通的氛
围 ,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 (4)最终促成企业集群生成 ,集群的竞争优势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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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其间在对外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得到
进一步深化 ,外贸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到 1990 年代末期 ,中国已经基本实
现“经济特区 ———沿海经济开发区 ———内地”这一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进程 ,初步形成了“国内局部市场 ———
全国范围大市场 ———国际开放大市场”这一逐步深化与完善的市场推进格局。进入新世纪后 ,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在挑战传统的工业化战略的同时 ,也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带来重大历史机遇。中国
经济增长的轴心日益呈现出向重化工业转换的趋势 ,沿海地区轻纺等制造业资本替代劳动的强大动力逐渐显
露 ,机械、有色、钢铁及化学工业等“高增长产业群”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日益突出。针对新的国际、国
内环境 ,本文在对我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优化外贸产业结构 ,提升我国
外贸竞争力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研究指标
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以通过贸易规模、贸易增长速度、国际市场占有率以及市场结构分布

等一系列指标来进行识别。具体的测度方法有多种 ,本文采用的研究指标主要有 : (1) 产业间贸易 (贸易竞争
力)指数。该指数可通过下式计算 : TCi = (Xi - Mi) (Xi + Mi) ,其中 TCi 表示第 i 类产品的产业间贸易指数 ,Xi

与 Mi 则分别表示第 i 类产品出口值与进口值。它可以考察特定时间、特定保护程度下的竞争力或比较优势。
一般认为 ,如果 TCi > 0 ,则该类产品是具有竞争力或比较优势的 ; TCi < 0 则表示该类产品缺乏竞争力或处于
比较劣势 ; TCi = 0 ,可称之为中性竞争力或中性比较优势。更进一步 ,还可以通过确立一定的标准来具体判别
某类产品对外竞争力的强弱 ,如 TCi > 0. 8 ,可认为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 TCi 介于 0. 5 与 0. 8 之
间、0 与 0. 5 之间的产品分别具有较高比较优势和较低比较优势 ; TCi 位于 - 1 与 - 0. 8 之间、- 0. 8 与 - 0. 5
之间、- 0. 5 与 0 之间的产品可认为是高比较劣势、较高比较劣势与低比较劣势产品等。(2) 产业内贸易指
数。该指数可借鉴 Grubel 和 Lloyd(1975)的研究成果 ,其计算公式如下 :Bi = 1 - | Xi - Mi | / ( Xi + Mi) ,其中 Bi

表示 i 产业或产品类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Xi 与 Mi 同上。它测量了一国 (j 国) 的某一产业 (i 产业) 产业内贸易
份额。显然 ,Bi 的数值在 0 - 1 之间 ,Bi 的值越接近 1 ,则 i 类产业或产品类的产业内贸易越发达。对贸易对象
国一方来说 ,表示在该产业的国际贸易中既出口又进口的等量重合部分所占比重越大 ,在贸易对象国之间看
来 ,则表示双方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 ,又具有十分紧密的协作关系 ;反之 ,Bi 的值越接近 0 ,表明 i 类产业
或产品类的产业内贸易的水平越低 ,而产业间贸易程度越高 ,两国产业间更多地呈现互补关系。 (3)产品内贸
易 (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指数。该指数可以表示为 :γi = (xi/ mi - 1) ,其中γi 为加工贸易净出口额 (加工贸
易出口额减去加工贸易进口额)占加工贸易进口额的比重 ,xi 与 mi 分别为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加工贸易进口
额。当前 ,在产业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 ,产业间、产业内分工和贸易越来越被产品内分工和贸易所替代 ,国家/
地区之间按照比较优势分居同一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因此 ,出口产品的产业类别逐渐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
各经济体产业链条的变化 ,产品内贸易指数的高低便成为能够提供一国对外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和产业
升级状态的判断指标。

三、实证分析
为了准确地考察我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库数据为

样本 ,海关历年进出口商品分类金额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进行统计 ,海关进出口商品分类
金额按照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目录进行统计。

1、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表 1 :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业间贸易 ( TC)指数变化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1992 1994 1996 1998 2002 2003

工业产品 - 0. 022 - 0. 045 0. 041 0. 134 0. 049 0. 085

　食品制造业 0. 502 0. 574 0. 356 0. 374 0. 544 0. 569

　矿产品业 0. 080 - 0. 049 - 0. 112 - 0. 178 - 0. 427 - 0. 495

　化学工业 - 0. 270 - 0. 094 - 0. 105 - 0. 067 - 0. 249 - 0. 264

　塑料、橡胶制品业 - 0. 488 - 0. 379 - 0. 397 - 0. 304 - 0. 329 - 0. 328

　皮革业 0. 353 0. 362 0. 355 0. 418 0. 450 0. 475

　木及木制品业 - 0. 095 0. 001 0. 133 - 0. 039 - 0. 078 - 0. 034

　木浆及纸制造业 - 0. 612 - 0. 563 - 0. 610 - 0. 577 - 0. 515 - 0. 480

　纺织业 0. 338 0. 461 0. 337 0. 210 0. 546 0. 583

　服装业 0. 918 0. 933 0. 914 0. 930 0. 942 0. 943

　石料、水泥、陶瓷、玻璃类建材工业 0. 480 0. 462 0. 446 0. 470 0. 448 0. 450

　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业 0. 078 0. 184 0. 098 0. 258 0. 362 0. 282

　贱金属及其制品业 - 0. 266 - 0. 320 - 0. 098 0. 002 - 0. 163 - 0. 221

　机电产品制造业 - 0. 359 - 0. 357 - 0. 224 - 0. 077 - 0. 039 - 0. 009

　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 - 0. 473 - 0. 552 - 0. 123 0. 067 - 0. 044 - 0. 058

　精密仪器制造业 - 0. 124 - 0. 014 0. 055 0. 143 - 0. 205 - 0. 333

　其他制造业 0. 750 0. 795 0. 791 0. 896 0. 797 0. 823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5、1997、1999、2003、2004)整理计算。

表 1 列出了 1992 - 2003 年间中国 16 大类工业产品的产业间贸易 (贸易竞争力)指数。可以看出 ,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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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初级产品竞争力下降 ,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趋于上升 ,1992 年为 - 0. 022 ,2003 年升至 0.
085。16 大类工业产品中 ,一直有比较优势的为“食品制造业”、“皮革业”、“纺织业”、“服装业”、“石料、水泥、
陶瓷、玻璃类建材工业”、“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业”及“其他制造业”等六个行业 ,其他行业则基本处于比较劣
势。具有不变的高比较优势的行业只有“服装业”,其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保持在 0. 9 以上 ,而且有逐
渐变大的倾向。“食品业”、“皮革业”、“纺织业”、“建材业”及“宝石、贵金属业”一直具有稳定的低比较优势 ,
“矿业及其产品业”、“化学工业”、“塑料、橡胶制品业”、“木及木制品业”、“贱金属及其制品业”、“机电产品制造
业”以及“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均是中国当前的低比较劣势产品。这说明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的结构
较 1990 年代以前有所优化 ,发生了从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但总体上中国外贸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在行业结构上仍然表现为低层次性 , TC 指数显示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我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
业 ,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制成品仍是附加值低、加工度浅、技术含量少的初级加工品和半加工品。

2、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表 2 :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业内贸易 (Bi)指数变化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1992 1994 1996 1998 2002 2003

工业产品 0. 978 0. 955 0. 959 0. 863 0. 951 0. 915

　食品制造业 0. 498 0. 426 0. 644 0. 626 0. 456 0. 431

　矿产品业 0. 920 0. 951 0. 888 0. 822 0. 573 0. 505

　化学工业 0. 730 0. 906 0. 895 0. 933 0. 751 0. 736

　塑料、橡胶制品业 0. 512 0. 621 0. 603 0. 696 0. 671 0. 672

　皮革业 0. 647 0. 638 0. 645 0. 582 0. 55 0. 525

　木及木制品业 0. 905 0. 909 0. 867 0. 961 0. 922 0. 966

　木浆及纸制造业 0. 388 0. 437 0. 390 0. 423 0. 485 0. 520

　纺织业 0. 662 0. 539 0. 663 0. 790 0. 454 0. 417

　服装业 0. 082 0. 067 0. 086 0. 070 0. 058 0. 057

　石料、水泥、陶瓷、玻璃类建材工业 0. 520 0. 538 0. 554 0. 530 0. 552 0. 550

　宝石、贵金属及其制品业 0. 922 0. 816 0. 902 0. 742 0. 638 0. 718

　贱金属及其制品业 0. 734 0. 680 0. 902 0. 998 0. 873 0. 779

　机电产品制造业 0. 641 0. 643 0. 776 0. 923 0. 961 0. 991

　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 0. 527 0. 448 0. 877 0. 933 0. 956 0. 942

　精密仪器制造业 0. 876 0. 986 0. 945 0. 857 0. 795 0. 667

　其他制造业 0. 250 0. 205 0. 209 0. 104 0. 203 0. 177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5、1997、1999、2003、2004)整理计算。

表 2 列出了中国 16 大类工业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在 1992 - - 2003 年的变动情况。通过该指数的纵向
及横向比较 ,可以考察中国各类工业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程度的高低 ,以及特定工业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动态
变化。总体来看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较为发达 ,1992 - 2003 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
保持在 0. 9 左右。“化学工业”、“贱金属业”、“机电制造业”、“车辆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精密仪器制造业”均
为产业内贸易发达的产业 ,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贸易利益。其中 ,轻制造业中的“塑料、
橡胶制品业”,重制造业中的“机电制造业”、“车辆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均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稳步上升
的趋势。与此相反的是 ,“矿产品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持续下降。这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动力 ,已逐渐
从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的产业间贸易转变为重视产品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的产业内贸易 ,主要体现为工业制成
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明显高于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进一步向精加工、高附加值
方向发展 ,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 ,目前我国产业内贸易仍是以技术差距导致的品质差异
为特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要形式 ,产业内贸易的范围相对狭窄 ,涉及产业内贸易的产品种类不多 ,基本上
是依靠价格竞争和数量扩张来维持和提升比较优势的产业。

3、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表 3 :产品内贸易 (γi)指数变化
单位 :百万美元

加工贸易进口值 加工贸易出口值 产品内贸易指数

1992 年 31537 39621 0. 256334
1994 年 36368 56980 0. 197889
1996 年 62275 84334 0. 197889
1998 年 68572 99602 0. 354219
2000 年 92559 104471 0. 487214

2002 年 122220 179940 0. 472263
2004 年 221700 328000 0. 479476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3、1995、1997、1999、
2003、2005)整理计算。

表 3 列出了中国工业产品内贸易指数在 1992 - -
2004 年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 ,1990 年代中期以来 ,产
品内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以往”大进大出”的格局 ,国内采
购率逐步提高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我国外贸产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提升。这是因为 ,在改革开放之
初 ,产品内贸易以来料加工为主 ,投资主体是与港、台、
澳比邻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 ,主营港澳地区转移
而来的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生产 ,工艺
简单 ,加工费低廉 ;1980 年代后期至 1990 年代初 ,产品
内贸易以进料加工为主 ,亚洲”四小龙”成为加工贸易的
投资主体 ,纺织、皮革制品等“轻、小、集、加”产业获得了
前所未有地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 ;1990 年代初期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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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生态的投资决策模型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　王新纯 　于 　渤

[摘要 ]如何再投资决策过程中 ,充分考虑环境及生态问题 ,这也是产业生态学所面临的一个课题。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 ,本文站在生产行业的层面上 ,建立了集中考虑环境影响的基于产业生态的投资决策模型。在投资
中要考虑技术替代的因素 ,而技术替代则反映了技术进步的影响。这样建立的投资决策模型就能够解决投资
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和技术进步因素。
[关健词 ]产业生态 ;投资决策 ;技术进步

产品内贸易进入外商投资发展的新阶段 ,电子、电气设备、办公用品、通讯、计算机及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的
中间产品生产及制成品组装在沿海发达地区稳步拓展 ,出口产品结构逐步优化。但是 ,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
业体相比 ,目前我国产品内贸易指数仍然偏低 ,这说明加工制造环节总体上还处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
的水平上 ,产业关联度低、对国内经济的前后向效应有限 ,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量的设备和中间投入品
还大多依赖国外进口 ,在国际分工中并没有占据“战略性增殖环节”。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1、主要结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通过对中国

商品进出口结构的分析 ,可以得出 1990 年代以来对外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的变化总体上是符合比较优势
规律的。从要素密集度的角度来看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虽然不具有静态比较优势 ,但其竞争力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特点 ,已经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最大
的出口产业。这表明 ,中国工业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贸易增长的途径已经面临着比较优势向高级化转换 ,并
形成竞争优势的现实需求。第二 ,随着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 ,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正在不
断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份
额持续增长的结果。但是 ,与发达国家相互间高度发达的产业内贸易相比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主要集中在
一些过渡性产业上 ,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向产品寿命周期的末端滑动 ,而在次一级的像中国这样的
发展中国家正方兴未艾。因此 ,加快工业技术进步、鼓励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和大力发展以差异产品为基
础的水平分工 ,将是中国加入 WTO 后融入世界竞争市场的根本出路。第三、研究表明 ,产品内贸易发展和我
国产业结构变化在总体趋势和动态演进上都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一致性。1990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 FDI)的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变化形态与外资企业加
工贸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吻合。但是 ,过于注重静态比较优势的政策导向可能造成加工贸易对经济发展作
用的扭曲 ,极易导致出口企业创新能力退化 ,企业长不大等典型的贫困化增长问题 ,中国制造业只能沦为靠劳
动力、土地等初级资源低成本投入 ,满足消费者低价格偏好的“世界车间”。在此过程中 ,利用外贸政策淡化短
期利益诱导 ,强化要素积累与技术变革 ,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需求结构的变化 ,进而获取更多的动态比较利
益成为产品内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

2、政策建议。第一、以比较优势为基础 ,实行顺市场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对于我国那些长期处于比较
劣势的产业 ,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强制干预其发展 ,而应由市场自身作出选择 ;对于那些长期稳定的处
于比较优势的产业 ,政府应放松管制 ,提供更自由的空间 ,使其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那些比较优势递增的产业 ,
政府应更多的扶植 ,推动其贸易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对于那些比较优势递减的产业 ,应区分不同情况 ,鼓励和
扶植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进一步成长。第二、以产业内升级为导向 ,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当前 ,要特别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要素密集性的逆转 ,不断提高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要扶持共性技术研发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 ,开展信息咨询、知识和技术援助工作 ,利用先进技术
对传统优势产业进行嫁接改造 ,促进其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 ,以达到轻型制造转化为高加工度制造 ,新型产业
与传统产业相融合的效果。第三、以融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与价值链网络为路径 ,切实转变外贸增
长方式。要正确处理自营出口与代理出口之间的关系 ,逐步改变单纯依靠主体扩大、低成本竞争、贴牌定制
(OEM)等外延型出口增长方式。鼓励和引导企业创立出口品牌 ,进一步增强商标、专利、专有技术、原产地标
记等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通过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组建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企业联盟 ,提高市场集中
度 ,获取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势力。通过吸收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和“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 机
制 ,逐步提高学习曲线和组织能力 ,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培育企业独特的、难以模仿和
替代的核心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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