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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及贸易结构研究
魏

"

浩
"

王露西
"

李
"

罛!

摘
"

要
"

本文在
!##

种制成品按技术含量分类的基础上#对
!XXX

*

$""X

年期间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及其稳定性'出口贸
易结构及其变动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

!

"我国出口产
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整体比较优势小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

$

"无论是在世界市场还是在美国市场上#我国出口中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出口比较优势变得更加稳定成熟#但是#

这些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 !

G

"原本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
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逐渐被高科技含量制成品所取
代#目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

""

关键词
"

出口#比较优势#贸易结构

一!引
""

言
近年来#由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

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对外贸易大国#本次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
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对外贸易自

$""N

年
!!

月以来开始
出现负增长#并在

$""X

年第一季度达到最大降幅#自第二季度开始#随着国
内外多种应对金融危机措施的实施#全球经济出现触底回升的迹象#我国外
贸进出口降幅有所收窄#进入第四季度开始较大幅度回升$

$""X

年我国对外
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I$

万亿美元#比
$""N

年下降
!GIXZ

&其中出口
!I$

万亿
美元#下降

!DZ

&进口
!

万亿美元#下降
!!I$Z

&全年贸易顺差
!XD"I%

亿
美元#减少

G#I$Z

$

近二三十年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危机所
造成的外需减弱#致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经济危机通
过投资'贸易'信息等渠道传导到国内#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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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增速下滑特别是出口下降已成为我国经济
运行中的首要问题$在一大批中小出口企业陷入困境之后#目前一些出口大
企业也已受到重创$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
是好的#但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给主要依靠外
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我国经济带来巨大'严峻的挑战$我国商务部明确指出%

稳定外需'保证出口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和出口商
品结构是稳定外需和保证出口的关键问题$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

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是影响本国出口数量
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国外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个国家
出口商品的结构就会对本国的出口数量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对
!XXX

*

$""X

年间我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和贸易结
构及其变动进行深入分析#不仅分析了我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
上的出口比较优势#还分析了我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上的出口
商品结构#并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德国'加拿大'墨西哥'日
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不同类型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
进行了比较#从而全面了解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商品结构#进
而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以提高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调整出口商品结构'

缓解经济增长压力'确保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
国转变$

二!文献回顾
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针对中国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

R*44

!

$""$

"主
要对

!XNC

年和
!XXN

年中国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
为

!XNC

年中国主要出口低技术制造业和基于资源的制造业产品#高技术制造
业产品只占中国出口的

CZ

#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根廷'巴西和非
洲!包括南非"的水平相当#到

!XXN

年#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提高
了

#"Z

#基于资源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份额急速下降#低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
份额上升$

H,'-22

!

$""D

"认为#中国和
h+&:

国家的出口重叠度远远大于人
们的预测#中国和

h+&:

国家之间产品结构重叠的竞争日益加剧#发达国家
的企业通过放弃最不先进的产品和产品质量升级等途径来应对和中国的竞争$

&0(*)QH

5

3Q

!

$""%

"认为#在加工贸易领域#中国正在摆脱只是从事简单的
组装活动#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开始分离#中国的出口开始变得更加依赖国内
本土的零部件#而且#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变
得越来越复杂$

另外#

T(,'*1Q=-)

!

!XXX

"把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了一般拓展#并从时
间序列和部门截面数据计算了欧盟

!C

国'北美自由贸易区'拉丁美洲
D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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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

(亚洲四小龙)'东亚四国等制成品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区域显示比较
优势指数#并进行了对比分析$

J3)Q31

!

$""!

"对东亚国家!分东亚新兴工
业化国家和东亚四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制成品出口显示比较优
势和制成品出口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集团
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以及不同类型制成品贸易结构在

!XN!

*

!XX%

年期间的优化幅度#并强调了这些国家集团制成品出口显示比较优势的
相关性及变化幅度的对比$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魏浩等!

$""C

"对中国
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做了分析#认为#在

!XX%

*

$""$

年间#低
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中国制成品的出口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技术含量低的产
品#无论在世界市场还是在区域性的市场上#比较优势都十分明显$樊纲等
!

$""D

"提出了基于贸易品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并分析了
!XXC

年
和

$""G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认为#中国的出口品技术附加值正在向高端
移动#

!XXC

年中国主要出口低技术产品#

$""G

年主要出口技术附加值中等的
产品#

$""G

年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
!!IDZ

#比
!XXC

年提高
了

GZ

$傅朝阳和陈煜!

$""D

"把出口产品分成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品#并计算这三大类产品在

!XN"

*

$"""

年间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
净出口比率指数#认为#在

!XN"

*

$"""

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着很高的
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指数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该类产品即将从比较劣势产品转变成比较优势
产品$杜修立和王维国!

$""%

"构建了一套测度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方法#

认为#在
!XN"

*

$""G

年间#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
为(中间增加#两端减少)#即中低和中等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大幅增加#低
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大幅减少#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也明显下降$

另外#关志雄!

$""$

"对
!XX"

年和
$"""

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的竞争
力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中国信息技术产品的竞争力正在迅速提高#但
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竞争力并
不是特别强$郑明身等!

$""C

"对
$"""

年和
$""G

年中国
iV

制造业的国际
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中国

iV

制造业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型
产品领域具有比较强的国际争力#在高附加值'高技术以及新技术'新产
品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但是#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
增强$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加入
EVh

前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和贸
易结构等已做了较多的研究#但是#针对加入

EVh

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的
相关研究却很少$进入

$!

世纪#特别是加入
EVh

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

特别是出口才真正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XXX

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

$""!

年位居第六位#

$""#

年赶上日本#

$""%

年超过美国#

$""X

年超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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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在我国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出口的商
品结构和比较优势结构如何呢+ 是否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呢+ 基于此#本
文按照牛津大学教授沙加亚5劳尔!

H*)

a

*

5

*R*44

"的分类标准#对中国
!##

种制成品!按
HiV&G

位数分类标准"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的比较优势和
贸易结构进行多角度'全面细致的分析#以揭示

!XXX

*

$""X

年间#中国不
同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现实分布状况以及变化
幅度$

三!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一"比较优势测度指数
对一国对外贸易出口比较优势进行测度#最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显示比较

优势!

13?3*43Q,-.

;

*1*2(?3*Q?*)2*

B

3

#

T&L

"指数#这一指数最初是由巴拉
萨!

J*4*==*

#

!XDC

#

!X%%

"提出的#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比较优势的计
算#并且在原有的

T&L

指数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扩展$这一指数计算比
较优势的基本思想是%一国某种出口商品在本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世界此
类产品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之比$基于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可以表
示为

T&L

'

\

_

!

4

'

\

.

4

'"

".!

4

(

\

.

4

("

"

%

""

公式中的变量
4

代表出口值#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所指的范围和产品
类别都有所不同#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大致分
为三种类型%

#

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比如#中国的纺织
类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

一国某种产品在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比较
优势#比如#中国的家用电器在欧盟或东盟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

一国某种
产品在另一个国家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比如#中国的纺织类产品在美国市场
上的比较优势$

因此#我们可以将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一般表达式表示如下!以中国为
参照国家"%

中国
'

产品在
世界市场上的

T&L

_

中国
'

产品的出口额.中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
世界

'

产品的出口额.世界所有产品的出口额%

""

上述表达式中(所有类别)所指的范围和(世界)的变化决定了显示比
较优势指数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

"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的计算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世界)代表全部贸易国家#(所有类别产品)代表全部贸易产品&

$

(世界)

代表全部贸易国家#(所有类别产品)代表按某一分类标准确定的大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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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全部制成品#本文计算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时就是采用的
这种情况$

!

$

"中国产品在某一区域市场的比较优势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

(世
界)代表某一区域市场的全部国家# (所有类别产品)代表全部产品&

$

(世
界)代表某一区域市场的全部国家#(所有类别产品)代表某一分类标准确定
的大类产品#如全部制成品$

!

G

"中国产品在某一国家市场的比较优势同样分为两种情况%

#

(世界)代
表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如美国# (所有类别产品)代表全部产品&

$

(世
界)代表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所有类别产品)代表按某一分类标准确定
的大类产品#如全部制成品#本文计算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时采用第二种情况$

一般将第一种类型称为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T&L

"#将第二种和第三种类
型称为区域显示比较优势!

13

B

(-)*413?3*43Q,-.

;

*1*2(?3*Q?*)2*

B

3

#

TT&L

"

指数$

TT&L

指数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考察某一商品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市场上
的比较优势#优劣的判别和

T&L

指数一样$我们在计算中国制成品和其他国
家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时#就采用区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比较优势的
确定取决于

T&L

数值的大小#大于
!

说明一国在某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小于
!

说明具有比较劣势$

!二"贸易结构变化指数
用来反映贸易结构变化的两个指数分别为劳伦斯指数!

R*O13),3()Q3̀

"

和结构优化指数!

J3)3<(,(*1

5

()Q3̀

"$

!%

结构变动指数%劳伦斯指数
劳伦斯指数值的变化范围从

"

到
!

#指数越接近
!

#说明一国的贸易结构
变动幅度越大#越接近于

"

#说明一国的贸易结构变化越不明显$劳伦斯指数
!

J3)Q31

#

$""!

"的具体公式如下%

@

_

!

!

.

$

"

1

(

'

_

!

`

,

'

#

"

e

,

'

#

"

e

!

`

#

其中#

,

'

#

"

_

4

'

#

"

.

1

'

4

'

#

"

#即
,

'

#

"

为
'

产品在
"

年在一国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

结构优化指数%收益性结构指数
收益性结构指数也被称为结构优化指数#用来反映一国的出口结构是否

向世界的动态需求方向变化#即说明一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幅度#该指数为正#

说明该国的出口结构出现优化的趋势#指数的值越大表明贸易结构优化越明
显$收益性结构变动指数!

J3)Q31

#

$""!

"的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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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i

_

1

(

'

_

!

4

'

#

"

.

1

'

4

'

#

"

4

'

#

"

e

!

.

1

'

4

'

#

"

e

!

e

6

7

8

9

-

.

/

!

b

!

+

'

#

"

.

+

'

#

"

e

!

"

(

O-14Q

)

L?31*

B

3

!

+

'

#

"

.

+

'

#

"

e

!

"

e

& '

!

b

4

'

#

"

1

'

4

'

#

.

/

2

3

:

2

3

"

#

其中#

4

'

#

"

为一国在
"

年出口
'

商品额#

+

'

#

"

为世界在
"

年进口
'

商品额$

!三"数据时间范围和来源
本文分析的重点集中在

!XXX

*

$""X

年间我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和贸易
结构等方面的变化状况$所用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统计数据
!

!XXX

*

$""X

"$

四!制成品的范围和分类方法
我们对制成品的分类方法主要是借鉴沙加亚5劳尔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

成品竞争力时使用的分类方法#把
!##

种制成品!按
HiV&G

位数分类"按技
术含量分为

C

大类#细化为
X

个小类别#这些制成品占中国制成品贸易的绝
大多数$这种方法把制成品分成不同的组别#并且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具体
情况$这样分类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区分同一类别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别#例
如#电信器械#既包括生产高技术的移动电话#也包括生产简单的塑料电话
机#同时也没有考虑不同产品在不同地点生产所需要的科技水平#比如#半
导体的生产可能既包括在美国高科技的生产过程#也包括在中国简单的加工
组装过程#在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却把这两种生产环节所生产的产
品都作为高科技制成品的生产$要克服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对制成品进行更为
细致的分类或者采用小国样本#但由于数据难以获取#这种方法不可行$尽
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数据的细致分析深刻认识制成品贸易状况#这
样的分析明确了制成品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异#分析结果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和借鉴意义$

! 由于篇幅限制#

!##

种制成品详细目录在此不一一列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表
!

给出了沙加亚5劳尔对制成品具体分类的方法$

!具体情况如下%

!I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

这类产品的生产技术比较简单且劳动密集度较高#但仍有些产品的生产
属于资本'规模'技术密集型!如石油提炼和现代食品加工"&这类产品的比
较优势主要来自于本地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这类产品又分为两种类别%基
于农业型制成品!

TJ!

"和其他产品!

TJ$

"$我们分析的
TJ!

产品共有
%

种#

TJ$

产品共有
!D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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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制成品的分类
制成品分类 代表性产品

初级制成品!

@J

" 铜'铁'锌
资源型制成品!

TJ

"

基于农业型制成品!

TJ!

" 饮料'木制品'食用油
其他产品!

TJ$

" 石油.橡胶类制品'水泥'宝石'玻璃
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

纺织'服装'鞋类!

RV!

" 纺织品'衣服'帽子'皮革'旅行用品
其他产品!

RV$

" 瓷器'简单金属零件'玩具'塑料用品
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

SV

"

自动化设备!

SV!

" 商业及客用车辆'摩托车及零件
加工类制成品!

SV$

" 合成纤维'化学品及染料'化肥'钢.铁管
工程类制成品!

SVG

" 发动机'工业机械'船只'抽水机'钟表
高科技制成品!

FV

"

电子和电力制成品!

FV!

" 办公.数据处理.电信设备'晶体管'发电设备
其他产品!

FV$

" 医药产品'航空类产品'光学.测量设备
""

资料来源%根据沙加亚5劳尔!

$""!

"提出的相关分类标准整理$

$I

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

这类产品的生产使用较为稳定和容易扩散的技术#这种技术通常体现在
资本设备中#生产只需要简单的技能&多数这类产品不存在差异化并且以价
格作为竞争手段#需求弹性较小&规模经济和市场进入的障碍较低$然而部
分低科技的产品由于存在品牌'专业技能'设计'技术成熟度等因素影响而
属于高质量的产品$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这些产品主要集中
在属于低质量的生产环节#其竞争力主要依赖产品的价格而不是质量$这类
产品又划分为两类%纺织'服装'鞋类产品!

RV!

"共
$"

种&其他产品
!

RV$

"共
$#

种&前一类产品的生产经历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
移的过程#即生产的加工操作阶段转移到了工资低廉的国家#而产品复杂的
设计和生产仍保留在发达国家#正是这种转移推动了这类产品的出口增长$

GI

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

SV

"

这类产品包括需要大量技能和规模密集型技术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这
类产品是成熟经济工业活动的核心内容&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复杂的技术'

较高的研发投入'高级技能和较长的学习时间&这类产品中的自动化设备和
工程类设备等各类产品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效应#需要企业之间进行很好的
相互沟通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技术效应$这类产品主要分为三类%自动化设备
!

SV!

"共
C

种#这类产品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有特别的利益#特别是在
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及地区&加工类制成品!

SV$

"共
!%

种&工程类制成品
!

SVG

"共
G"

种$加工类制成品比较稳定且无差异#但是#生产通常需要大
规模的设施并且在改进设备和优化复杂生产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工
程类制成品强调的是产品的设计和研发#需要大量的安装和生产车间#还需
要有广泛的供应商网络$这些产品的生产进入障碍较高#劳动密集型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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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转移到低工资的国家虽然存在但并不广泛#因为这类产品本身巨大且需要
较高的能力才能达到世界标准$

#I

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FV

"

这类产品的生产需要高度先进和快速变化的科技'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
经费并且主要强调产品的设计$最先进的科技来自于成熟的科技基础设施'

高水平的专业化技能'企业之间及企业和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紧密沟通配合$

然而#一些高科技产品#如电子类产品#存在劳动密集型的组装阶段#所以
能够把组装环节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因而这类产品的生产导致
了新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根据生产成本把不同的生产过程放在不同的
地点以获取利润的最大化$这类产品分为两大类%电子和电力制成品!

FV!

"

共
!!

种#其他产品!

FV$

"共
%

种$

$ 在本文进行研究时#联合国世界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已有
$""X

年的数据#但是#世界进出口总额数据有
明显的错误#与

$""N

年的数据一模一样#而美国的进出口数据不存在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世界
$""N

年
的数据'美国

$""X

年的数据进行计算#特此说明$

五!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分析

!一"世界市场上中国制成品的比较优势!

T&L

"

表
$

给出了
$""N

年$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制成品显示比较优势分布状况$中
国在

$""N

年出口的
!##

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

!

+

T&L

"的产品共
N%

种#占全部产品的
D"I#$Z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

$

+

T&L

,

G

"有
!N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T&L

'

G

"有
$X

种$分布状况如下%

%

种初级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都不具有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
最大值为

"IXGX

#

%

种初级制成品的平均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
"I#!X

$

$G

种资源型制成品!

TJ

"包括
%

种基于农业型的制成品!

TJ!

"和
!D

种
其他资源型制成品!

TJ$

"$具体来看%!

!

"在
TJ!

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有

G

种#分别是橡胶轮胎!

D$C

"'木板'胶合板等!

DG#

"和未分类的木制品
!

DGC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值为
!IN#"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占
TJ!

类产
品出口额的

%CI!XZ

#

TJ!

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平均值为
"IXC"

$!

$

"在
TJ$

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有
X

种#包括氮化合物!

C!#

"'无机及有机化
合物!

C!C

"'化学元素.氧化物.半盐!

C$$

"'玻璃!

DD#

"'无机金属盐
!

C$G

"'合成有机色素!

CG!

"'石灰.水泥.建筑材料!

DD!

"'陶土及耐火材料
!

DD$

"和其他非铁金属!

DNX

"#该类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值为
GI!"C

#全部产品
T&L

指数平均值为
!IGG$

#具有比较优势的
X

种产品占该类
产品出口额的

N"ID$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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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N

年中国在世界市场制成品显示比较优势分布状况
!

+

T&L

,

$ $

+

T&L

,

G T&L

'

G S*̀ L?31 @31

!

Z

"

@S "IXGX "I#!X

TJ

"

TJ! D$C DG# DGC !IN#" "IXC" %CI!X

"

TJ$ C!# C!C C$$ DD# C$G CG! DD! DD$ DNX GI!"C !IGG$ N"ID$

RV

"

RV! D!G DC% DCX D!$ DC! DC#

DC$ DCC DCD DCN

NG! N#! N#$ N#G

N## N#C N#D N#N

NC!

%IGXX GIDCN XXIN$

"

RV$

D%G D%# D%C D%D

D%% D%N DX# DXC

DXX NXG NXN

DDC DX! DXG N$!

NXC NXX

DDD DXD DX% NX# GI%#X $I"%N XCIX"

SV

"

SV! %NC GI!$N "IXCX G"IGD

"

SV$ C!G CX! D%! D%X %ND #IN$" "IXCG D$I"X

"

SVG

%$G %$# %G% %#!

%#G %## %#C %#X

%%$ %%G N%G NN#

%!! %D$ %DG %%C

%XG

#I#"# !I#G% NCICX

FV

"

FV! %!D %%D %CX %D! %%! %%N %C! %D$ %D# CI!$D $I$X$ XXIGN

"

FV$ %!$ NN! N%! GI%#$ !I$$$ D!I$X

""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世界贸易统计数据整理计算$以下均同$

##

种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包括纺织'服装'鞋类!

RV!

"产品
$"

种和其他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

$#

种$具体来看%!

!

"

$"

种
RV!

产品中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共有

G

种&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G

种#包括皮革
制成品!

D!$

"'纺织纱线!

DC!

"'未分类的机织编织品!

DC#

"&具有显著比
较优势的产品有

!G

种#机织棉编织品!

DC$

"'手工.钩针编织品!

DCC

"'薄
纱.饰边.绣织品等!

DCD

"'装饰纺织品!

DCN

"'箱包!

NG!

"'男用纺织外衣
!

N#!

"'女用纺织服装!

N#$

"'男用手工.钩针编织外衣!

N#G

"'女用手工编
织服装!

N##

"'其他未分类的服装产品!

N#C

"'服装饰品!

N#D

"'帽子.非纺
织类服装!

N#N

"'鞋类!

NC!

"$该类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值为
%IGXX

#

全部产品
T&L

指数均值为
GIDCN

#

!X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占该类产品出口
额的

XXIN$Z

$!

$

"在
$#

种
RV$

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共有
$!

种#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D

种#分别是玻璃器皿!

DDC

"'钢.铁.铝结构
!

DX!

"'金属线不包括绝缘线!

DXG

"'家具及木料制品!

N$!

"'办公文具用品
!

NXC

"'其他未分类的制成品!

NXX

"#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

种#包括
瓷器!

DDD

"'厨具!

DXD

"'手持基础金属设备!

DX%

"'婴儿车.玩具.游戏.体
育运动产品!

NX#

"$该类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值为
GI%#X

#全部产品的
T&L

指数均值为
$I"XN

#

$!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占该类产品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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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XCIX"Z

$

C$

种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

SV

"包括
C

种自动化类制成品!

SV!

"'

!%

种加工类制成品!

SV$

"'

G"

种工程类制成品!

SVG

"$具体来看% !

!

"在
C

种
SV!

产品中#只有摩托车.自行车!

%NC

"

!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且具有
显著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

GI!$N

#并且占全部
SV!

产品的出口额
高达

G"IGDZ

$!

$

"在
!%

种
SV$

制成品中#

C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其中
铁.钢管等!

D%X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拖车.帆篷车等!

%ND

"呈现显著的比
较优势#

T&L

指数高达
#IN$"

#这
C

种产品的出口额占全部加工类制成品出
口额的

D$I"XZ

#

!%

种
SV$

制成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均值只有
"IXCG

$

!

G

"在
G"

种工程类制成品中#共有
!%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具有显著
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C

种#分别为蒸汽锅炉!

%!!

"'收音机!

%D$

"'录音机
!

%DG

"'家用设备!

%%C

"'船舶等!

%XG

"$

T&L

指数最高值为
#I#"#

#呈现比
较优势的

!%

种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
SVG

产品出口额的
NCICXZ

$

!N

种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FV

"包括
!!

种电子'电力类制成品!

FV!

"

和
%

种其他高科技产品!

FV$

"$具体来看% !

!

"在
!!

种电子和电力类高科
技制成品!

FV!

"中#有
X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其中#旋转电子设备
!

%!D

"'开关.晶体管等!

%%D

"具有比较优势&办公设备零件及附件!

%CX

"'

电视!

%D!

"'电力变压设备!

%%!

"'未分类的电子设备!

%%N

"具有较强的比
较优势&办公设备!

%C!

"'计算机设备!

%C$

"'未分类的电信设备!

%D#

"具
有显著比较优势$其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计算机设备#其比较优势指
数为

CI!$D

#

FV!

全部产品的
T&L

指数均值为
$I$X$

#

X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品出口额占

FV!

全部产品出口额的
XXIGNZ

$!

$

"在
%

种其他高科技制成
品!

FV$

"中#有
G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其中#蒸汽涡轮发动机!

%!$

"'

影像设备!

NN!

"具有比较优势#未分类的光学设备!

N%!

"具有显著比较优
势#

T&L

值为
GI%#$

#全部产品的
T&L

指数均值为
!I$$$

#具有比较优势的
两种产品出口额占全部

FV$

制成品出口额的
D!I$XZ

$

!二"美国市场上中国制成品的比较优势!

TT&L

"

由于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美国是中
国制成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分析中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
比较优势更具针对性和代表性$表

G

给出了
$""X

年中国
!##

种不同技术含量
的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比较优势的分布状况$中国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比
较优势分布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布状况显然具有较大的区别$

$""X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
!##

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

!

+

TT&L

"的产品共
DC

种#占全部制成品的
#CI!#Z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

$

+

TT&L

,

G

"

有
!N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TT&L

'

G

"有
!"

种$具体分布状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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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X

年中国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布状况
!

+

T&L

,

$ $

+

T&L

,

G T&L

'

G S*̀ L?31 @31

!

Z

"

@S "ICD! "I$$C

TJ

"

TJ! D$C

"

DG#

"

DGC !ID#X "IN"! %#IDG

"

TJ$ DD#

"

DNX C$G

"

CG!

"

DD! DD$ #I"D! !I!## #$IX$

RV

"

RV! D!$

"

DC!

"

DC#

"

DC%

DCX

"

N#N

D!G

"

DCN

"

NG!

"

N#!

N#$

"

N#G

"

N##

"

N#C

NC!

DC$

"

DCC

DCD

"

N#D

#IN%G $IG"# XXINN

"

RV$

D#$

"

DDC

"

D%%

"

D%N

DXG

"

DXC

"

DXX

"

N$!

NXG

"

NX#

"

NXC

"

NXN

NXX

DXD

"

DX% DDD

"

DX! GIC"% !IC"! NNI$!

SV

"

SV! %NC $I%%! "IN#D G$IC$

"

SV$ CX!

"

D%X %ND #I!DG "I%XG GXIGG

"

SVG

%#!

"

%##

"

%#X

"

%D$

%%G

%DG

"

%%C %!!

"

%XG !!I%%! !IG!" D"I"%

FV

"

FV!

%C!

"

%CX

"

%D#

"

%%!

%%N

%C$ $I!CD !I"X" N!I%%

"

FV$ %!$ !IDDG "IDCD GIG"

!I%

种初级制成品
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一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该类产品的

TT&L

指数最
大值为

"ICD!

#均值仅为
"I$$C

#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布状况没有显
著区别$

$I$G

种资源型制成品
具体来看%!

!

"在美国市场上#在
%

种农业型制成品
TJ!

产品中#橡胶
轮胎!

D$C

"'木板.胶合板等!

DG#

"'木制品!

DGC

"

G

类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值为
!ID#X

#该类产品的平均比较优势指数为
"IN"!

#

与世界市场比较优势分布状况基本一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占
TJ!

类产品
出口额的

%#IDGZ

$!

$

"在
!D

种
TJ$

制成品中#有
D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

同时在世界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C

种#分别是其他非铁金属!

DNX

"'

无机金属盐!

C$G

"'合成有机色素!

CG!

"'石灰.水泥.建筑材料!

DD!

"'陶
土及耐火材料!

DD$

"$该类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最大值为
#I"D!

#占全部
TJ$

产品对美国出口额的
#$IX$Z

#全部
TJ$

产品的平均
TT&L

指数为
!I!##

$

GI##

种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

在美国市场上#共有
GD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具体来看%!

!

"在
$"

种
RV!

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共有
!X

种#同世界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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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种类完全一致&但是#产品的比较优势类型不同#在美国市场上产
品主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在世界市场上产品主要具有显著的比较优
势$在美国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

种#分别是机织棉编织
品!

DC$

"'手工.钩针编织品!

DCC

"'薄纱.饰边.绣织品等!

DCD

"'服装饰
品!

N#D

"#而在世界市场上多达
!G

种&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X

种#

而在世界市场上仅为
G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D

种#而在世界市场上仅
为

G

种$该类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最大值为
#IN%G

#全部产品
TT&L

指数
均值为

$IG"#

#

!X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占该类产品出口额的
XXINNZ

$

!

$

"在
$#

种
RV$

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共有
!%

种$具有一般比较
优势的产品共有

!G

种#而在世界市场上为
!!

种&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
品有

$

种#分别为厨具!

DXD

"'手持基础金属设备!

DX%

"#这两类商品在
世界市场上都是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有

$

种#是瓷器!

DDD

"'钢.铁.铝结构!

DX!

"#其中#瓷器在世界市场上也具
有显著比较优势#钢.铁.铝结构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比较优势$

RV$

产
品

TT&L

指数最大值为
GIC"%

#全部产品的
TT&L

指数均值为
!IC"!

#

!%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占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为
NNI$!Z

$

#IC$

种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

SV

"

在美国市场上#共有
!G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具体来看%!

!

"在
C

种
SV!

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只有摩托车.自行车等!

%NC

"#且具有较强的
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

$I%%!

#占全部
SV!

产品出口额的比例高
达

G$7C$Z

#全部
SV!

产品的
TT&L

均值仅为
"IN#D

#这和世界市场的状
况基本一致$ !

$

"在
!%

种
SV$

中#有
G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家
用和园林用化工品!

CX!

"'铁.钢管等!

D%X

"具有一般比较优势&拖车'

帆篷车!

%ND

"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其
TT&L

值为
#I!DG

$这
G

种商品出口
占全部

SV$

出口额的
GXIGGZ

$全部
SV$

产品的
TT&L

指数均值仅为
"7%XG

$!

G

"在
G"

种
SVG

制成品中#共有
X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其中#

加热和冷却机械!

%#!

"'机器操作设备!

%##

"'非电子机械的零件及附件
!

%#X

"'收音机!

%D$

"'电子配电设备!

%%G

"具有一般比较优势#声音和
视频录制器等!

%DG

"'家用设备!

%%C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蒸汽锅炉
!

%!!

"'船舶等!

%XG

"具有显著比较优势$船舶等!

%XG

"的
TT&L

指数值
最高为

!!I%%!

$具有比较优势的
X

种制成品出口额占全部
SVG

产品出口额
的

D"I"%Z

$全部
SVG

产品的
TT&L

指数均值仅为
!IG!"

$

CI!N

种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FV

"

在美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共有
%

种$具体来看% !

!

"在
!!

种
FV!

中#有
D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包括办公设备!

%C!

"'计算机设备
!

%C$

"'办公设备零件及附件!

%CX

"'未分类的电信设备!

%D#

"'电力转换
设备!

%%!

"'未分类的电子设备!

%%N

"$其中#计算机设备具有较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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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

"

优势#

TT&L

指数为
$I!CD

$

FV!

全部产品的
TT&L

指数均值为
!I"X"

#

D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额占
FV!

全部产品出口额的
N!I%%Z

$!

$

"在
%

种其他高科技制成品!

FV$

"中#有
!

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即蒸汽涡轮
发动机!

%!$

"#其
TT&L

指数为
!IDDG

#这种产品出口额占全部
FV$

制成
品出口额的

GIGZ

$全部产品的
TT&L

指数均值为
"IDCD

$总的来看#相对
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FV

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无论产
品的数量'比较优势指数的大小'占出口市场的份额都明显下降#没有一
种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三"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美国市场上比较优势分布及变化情况

!I

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比较优势分布及变化情况
$""$

年#在我国出口的
!##

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T&L

'

!

"

共
D$

种#占全部产品的
#GI"DZ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

$

+

T&L

,

G

"

有
!G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T&L

'

G

"有
!N

种$总的来说#在世界
市场上#我国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竞争力不明显#

C"Z

的具
有竞争力的产品其

T&L

指数小于
$

!

G!

种"#具有显著竞争力的产品较少#

只有
!N

种$另外#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类型来看#

D$

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品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占据了

G#

种#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只有
X

种#高技
术含量制成品只有

!"

种!见表
#

"$

表
#

"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制成品显示比较优势分布状况
制成品类型

T&L

'

! !

+

T&L

,

$ $

+

T&L

,

G T&L

'

G

$""$

年

%

种初级制成品
G ! $ "

$G

种资源型制成品
D # $ "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
G# !# D !#

C$

种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
X # $ G

!N

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
!" N ! !

合计
D$ G! !G !N

$""N

年

%

种初级制成品
" " " "

$G

种资源型制成品
!$ % # !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
#" !# X !%

C$

种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
$G !C ! %

!N

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
!$ # # #

合计
N% #" !N $X

$""N

年#我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品!

T&L

'

!

"种类来看#比
$""$

年增加了
$C

种#达到
N%

种#占
全部

!##

种产品的
D"I#$Z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

$

+

T&L

,

G

"有
!N

种#比
$""$

年增加了
C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T&L

'

G

"有
$X

种#

比
$""$

年增加了
!!

种$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构成来看#虽然低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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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品依然占据了一半左右的份额#但是#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的种类大大
增加#从

$""$

年的
X

种增加到
$""N

年的
$G

种&另外#资源型制成品增加了
D

种#从
$""$

年的
D

种增加到
$""N

年的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增加了
D

种#从
$""$

年的
G#

种增加到
$""N

年的
#"

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只增加了
$

种#从
$""$

年的
!"

种增加到
$""N

年的
!$

种!见表
#

"$

总的来看#在
$""$

*

$""N

年间#在世界市场上#我国出口中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从变动
趋势来看#我国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日益凸显#但是#比较优势
指数偏低#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类型较少$

$I

中国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显示比较优势分布及变化情况
$""G

年#在我国向美国出口的
!##

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

T&L

'

!

"共
#"

种#占全部制成品的
$%INZ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
!

$

+

TT&L

,

G

"有
X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TT&L

'

G

"有
N

种$和
在世界市场上的情况一样#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商品也是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

在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中#有
$$

种具有比较优势#

D

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
势#

%

种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见表
C

"$

表
C

"

中国在美国市场上制成品显示比较优势分布状况
制成品类型

T&L

'

! !

+

T&L

,

$ $

+

T&L

,

G T&L

'

G

$""G

年

%

种初级制成品
" " " "

$G

种资源型制成品
$ $ " "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
$$ X D %

C$

种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
N C G "

!N

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
N % " !

合计
#" $G X N

$""X

年

%

种初级制成品
" " " "

$G

种资源型制成品
X C G !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
GD !X !! D

C$

种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
!G % G G

!N

种高技术含量制成品
% D ! "

合计
DC G% !N !"

$""X

年#我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比较优势的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我国向美国出口的
!##

种制成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T&L

'

!

"共
DC

种#占全部制成品的
#CI!#Z

#比
$""G

增加了
$C

种&具有一般比较优势的产
品!

!

+

TT&L

,

$

"有
G%

种#比
$""G

增加了
!#

种&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
品!

$

+

TT&L

,

G

"有
!N

种#比
$""G

增加了
X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
!

TT&L

'

G

"有
!"

种#比
$""G

只增加了
$

种$和在世界市场上的情况一样#

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商品也是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
##

种低技术含量制成品
中#有

GD

种具有比较优势#

!!

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D

种具有显著的比较
优势!见表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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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在
$""G

*

$""X

年间#在美国市场上#我国出口中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与世界
市场的变化基本相同&但是#从变动趋势来看#我国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的
比较优势在美国市场上没有凸显#这与世界市场的情况不同$从美国市场和
世界市场的比较来看#我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整体比较优势小于在世
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两个市场上的情况基本相
同#但是#中等和高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都明显大于在美
国市场上的优势$

!四"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的稳定性检验

前面的分析#我们分别利用
$""N

年和
$""X

年的截面数据计算了中国制
成品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的现实分布状况#为了反映制成品比较优势总体
的变动幅度#需要对制成品比较优势的稳定性状况做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比
较

T&L

指数在各年的数学分布状况#表
D

给出了
$""#

年和
$""N

年我国
T&L

指数最大的
$"

类制成品#表
%

给出我国在
$""#

*

$""N

年间对世界出口的
!##

种制成品
T&L

指数的数学分布状况$从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分布状况来看#

$""#

*

$""N

年以三位数分类的
!##

种制成品
T&L

指数的平均值基本没有变
化#最大值则显示了前三年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

年的
NI$$$

下降到
$""D

年的
DIC#G

#

$""%

年大幅度回升到
NING"

#超越了
$""#

年的水平#然后
$""N

年又下降至
%IGXX

$在
$""#

*

$""N

年间#制成品
T&L

指数小于
!

所占的百分
比基本都保持在

#"Z

左右#

T&L

指数小于
$

的制成品所占百分比都基本保持
在

DNZ

左右#

$""N

年骤降到
DDID%Z

$

T&L

指数小于
#

的制成品所占百分比
都基本保持在

N"Z

以上#但是#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

年的
ND7N!Z

下降到
$""N

年的
N!IX#Z

$从整体来说#这说明我国制成品出口比较
优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表
D

"

$""#

年和
$""N

年我国
T&L

指数最大的
$"

类制成品
$""#

年
$""N

年
商品类别代码

T&L

指数商品类别代码
T&L

指数商品类别代码
T&L

指数商品类别代码
T&L

指数
%ND NI$$$ DC$ #I%NG N#G %IGXX %DG #I!#"

N#N %I%XD DNX #IDCC N## CID%" DCC #I"%C

N## CIN$C NC! #ICCN DCN CIGGN N#C #I""G

DDD CI%DD %C$ #IC!% DC$ CI!%! %XG GIXC#

N#G CI%DC DX% #IC"% %C$ CI!$D NC! GIX!#

DCN CIDX! NX# #IGND N#D #IX!" DDD GI%#X

%DG CI$"# N#D #IG"X %ND #IN$" N%! GI%#$

DXD CI$"G N#! #I!D% %!! #I#"# %C! GI%G#

D!$ #INNN N#$ #I"C" DCD #IGDG DX% GI%$%

NG! #IN"C DCC GIX!X NG! #I$"X DXD G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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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T&L

指数分布状况
时间

$""# $""C $""D $""% $""N

平均值
!I%X% !I%C% !I%#% !I%#D !I%#X

最大值
NI$$$ %I$%# DIC#G NING" %IGXX

T&L

+

!

所占百分比!

Z

"

#GI%C #GI%C #CI!# #!ID% GXICN

T&L

+

$

所占百分比!

Z

"

DNI%C DNI%C DNI"D DXI## DDID%

T&L

+

#

所占百分比!

Z

"

NDIN! N#I%$ NGIGG NGIGG N!IX#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与制成品中具有显示比较优势产品的比重密切相
关$当一个经济处于工业化初期时#制成品出口的能力较小#通常只有几种
产品具有显示比较优势#大多数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小于或等于

!

$但
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制成品出口总量日益增长#出口集中度日
益降低#原来

T&L

指数较低产品的指数日益上升#本国出口商品的
T&L

指
数曲线将变得日益平滑$因此#比较

T&L

曲线的变化可以分析一个经济显示
比较优势的成熟性$图

!

给出了中国
$""#

年和
$""N

年
T&L

指数最大的
$"

种制成品的
T&L

变动曲线$上面那条曲线是
$""#

年中国前
$"

位
T&L

指数
的曲线#下面那条曲线表示

$""N

年的情况$

$""N

年的
T&L

曲线较
$""#

年的
T&L

曲线低且更为平滑#中国最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上游产品的比较优势逐
年下降#说明中国制成品的显示比较优势变得更加稳定成熟#出口结构的集
中程度降低#出口结构更加优化$

图
!

"

$""#

年和
$""N

年我国
T&L

指数最大的
$"

类制成品曲线对比

六!中国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分析

!一"中国对世界的制成品出口结构
表

N

给出了在
!XXX

*

$""X

年间我国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对世界的出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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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体来看%

表
N

"

中国对世界制成品出口结构 !

Z

"

!XXX $""! $""# $""C $""D $""% $""N $""X

@S !IGN !I$G !I#% !IG# !IN# !IC! !I$D "IXX

TJ CIN CIN$ CIG$ CID CID% CID$ DI"$ CIDX

"

TJ! !ICC !IDN !IDX !IN !IXG !IX! !I%$ !ING

"

TJ$ #I$# #I!# GIDG GIN GI%G GI% #IG GIN%

RV C!IGD #DI"% GDICC GCI$X G#I%G G#I#! G#I"C GGI!!

"

RV! G!IX $NID$ $!I!G !XIX$ !XI!% !NI"$ !DIXC !NI$$

"

RV$ !XI#D !%I#C !CI#$ !CIG% !CICD !DIGN !%I! !#INX

SV !%I%! !XI!G $"I#! $"I%X $"IDN $!IDC $GI!% $$IGD

"

SV! !IG% !IN !IXD $I!G $I$D $ID$ $I%% $IG!

"

SV$ #I"C #I"$ #ICN #IC! #I$N #IDX #IXG GIG%

"

SVG !$I$X !GIG! !GIN% !#I!D !#I!C !#IGC !CI#% !DIDN

FV $GI%D $%I%# GDI$C GDIXN G%I"N GDIN! GCIC G%IN#

"

FV! $"IN$ $CIGX GGICN G#I"% G#IG GGI% G$IG G#I#$

"

FV$ $IX# $IGC $ID% $IX! $I%X GI!$ GI$ GI#$

!

!

"初级制成品!

@S

"所占的份额总体上保持逐渐下降的趋势#从
!XXX

年的
!IGNZ

下降到
$""X

年的
"IXXZ

$

!

$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总体上围绕
CIDZ

上下波动#变化不大$

其中基于农业型的制成品!

TJ!

"所占出口份额在
$""%

年前一直处于上升趋
势#从

!ICCZ

上升至
!IX!Z

#

$""N

年和
$""X

年略有下降&其他产品!

TJ$

"

所占份额除了
$""N

年猛增以外#总体来说处于下降状态#从
!XXX

年的
#7$#Z

下降到
$""X

年的
GIN%Z

$

!

G

"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在中国出口中的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其出
口份额从

!XXX

年的
C!IGDZ

陡降至
$""X

年的
GGI!!Z

$其中#纺织'服装'

鞋类制成品!

RV!

"所占份额从
!XXX

年的
G!IXZ

骤降到
$""X

年的
!NI$$Z

#

下降了大约
!#

个百分点$其他低科技制成品!

RV$

"也从
!XXX

年的
!XI#DZ

下降至
$""X

年的
!#INXZ

$

!

#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SV

"在出口中所占份额逐年增加#由
!XXX

年的
!%I%!Z

上升至
$""X

年的
$$IGDZ

$其中自动化类制成品!

SV!

"

从
!IG%Z

上升到
$IG!Z

$加工类制成品!

SV$

"在
$""N

年之前也处于上升
趋势#从

#I"CZ

上升至
#IXGZ

#在
$""X

年陡降至
GIG%Z

$工程类制成品
!

SVG

"则持续增长#从
!XXX

年的
!$I$XZ

上涨到
$""X

年的
!DIDNZ

$

!

C

"高科技制成品!

FV

"在出口中所占份额以强劲的势头增长#从
!XXX

年的
$GI%DZ

增加到
$""X

年的
G%IN#Z

#

$""C

年我国高科技制成品!

FV

"出
口额超过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其中#电
子及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

FV!

"所占出口份额从
$"IN$Z

上涨到
G#I#$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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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从
$IX#Z

上升
至

GI#$Z

$

总的来看#在
!XXX

*

$""X

年间#我国对世界市场的出口产品类型发生了
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份额的下降#高
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的上升#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表现为小幅
度上升的态势$

!XXX

年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占据
C"Z

左右的份
额#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C

年高技术含量制成品超过低科技含量制
成品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并一直保持至今$

!二"中国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结构
表

X

给出了
!XXX

*

$""X

年中国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对美国的出口结构$

具体来看%

表
X

"

中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结构 !

Z

"

!XXX $""! $""# $""C $""D $""% $""N $""X

@S "IG% "I$! "IG! "IC$ "I%N "ID! "ICN "I%D

TJ GIC GIC# #I"D #IGC #I%# #IDG CI"N #IC

"

TJ! !IGC !IGN $I$! $IG! $IC% $IC! $I$C $I$$

"

TJ$ $I!# $I!% !IN# $I"# $I!% $I!$ $ING $I$N

RV CCIXN CDI$N GXINX GXIXG GNI$G GNI## G%IX# GNICC

"

RV! $"ING $GICX !DI! !%INX !DID% !DI#$ !DI"N !NIG

"

RV$ GCI!# G$I% $GI%N $$I"G $!IC% $$I"$ $!INC $"I$#

SV !DIGX !DI%% !XIX$ !XI$$ !NID! !%I%C !XIGX !DIN!

"

SV! !I$ !IGD $IDX $ICD $ICG $IDG $IC# $I$

"

SV$ "IXX !I!C GID GID$ GIC# GIC% #IC# !IX%

"

SVG !#I$ !#I$D !GIDG !GI"# !$IC# !!ICC !$IG! !$ID#

FV $GI%% $GI!X GCIN$ GCIXX G%IDG GNIC% G%I"! GXIGN

"

FV! $!I#% $!I!G G#I"D G#I#! GDI"! GDICX G#I%C GDIX%

"

FV$ $IG $I"C !I%D !IC% !ID$ !IXN $I$D $I#!

!

!

"初级制成品!

@S

"所占的份额与中国对世界出口下降的趋势不同#

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从
"IG%Z

上涨到
"I%DZ

$

!

$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总体上占出口的份额在
$""N

年以前一直
上升#从

GICZ

增加到
CI"NZ

#

$""X

年却下降至
#ICZ

$其中基于农业型制
成品!

TJ!

"总体是上升趋势#从
!IGCZ

上涨到
$I$$Z

&其他产品!

TJ$

"

的份额变化不明显$

!

G

"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占出口的份额从
!XXX

年的
CCIXNZ

下降到
$""X

年的
GNICCZ

$纺织'服装'鞋类!

RV!

"所占份额整体表现为下降的
趋势#但是#下降幅度较小#

!XXX

年所占份额为
$"Z

左右#

$""#

*

$""N

年间
基本保持在

!DZ

左右#

$""X

年回升至
!NIGZ

$其他低科技制成品!

RV$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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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由
!XXX

年的
GCI!#Z

下降为
$""X

年的
$"I$#Z

#

下降了大约
!C

个百分点$

!

#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SV

"所占出口份额在
!DZ

到
!XICZ

的区
间内波动$其中自动化类制成品!

SV!

"和加工类制成品!

SV$

"所占的出
口份额都非常低#自动化类制成品!

SV!

"所占份额从
!I$Z

上升至
$I$Z

&

加工类制成品!

SV$

"从
"IXX

上升至
$""N

年的
#IC#Z

#

$""X

年却骤跌至
!7X%Z

&工程类制成品!

SVG

"所占的出口份额最大且逐年降低#但幅度不
大#

!XXX

年所占份额为
!#Z

左右#

$""X

年为
!$Z

左右$

!

C

"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FV

"在对美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总体呈强劲的
上升趋势#由

!XXX

年的
$GI%%Z

上升到
$""X

年的
GXIGNZ

#增加了大约
!D

个
百分点$其中#电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

FV!

"所占份额由
$!I#%Z

上升
到

GDIX%Z

#其他高科技制成品所占份额变化不大$

总体来看#在
!XXX

*

$""X

年间#我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产品类型也发生
了质的变化#在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日益下降#

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日益上升#

$""%

年和
$""X

年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成
为第一大出口商品#这些情况与对世界的出口结构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我
国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对世界的出口份额表现为上升的趋势#而对美国的出
口份额则表现为下降的趋势$

!三"不同类别制成品在美国进口中所占市场份额
表

!"

给出了
$""#

*

$""X

年我国不同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占美国不同类型
制成品进口的份额$具体来看%

表
!"

"

中国不同类型制成品占美国的市场份额 !

Z

"

$""# $""C $""D $""% $""N $""X

@S !IDG $IN! GICC GI"$ GIG% DI%C

TJ !"I"# !$I%C !DIDG !XI$C $!IG! $$IGG

"

TJ! DIX$ NI%! !!ID% !GIND !#I"$ !CI%X

"

TJ$ GI!$ #I"# #IXC CIGX %I$X DIC#

RV GCINN #$IG# #%I$! C!INC CCIG# D"ICG

"

RV! !%IC! $!ID$ $GIXN $DIG! $NI"$ G!I%D

"

RV$ !NIG% $"I%! $GI$G $CIC# $%IG$ $NI%N

SV !XIXG $$IXG $CIG" $DID$ $XIXN $NI"N

"

SV! !ID% !IXX $I$N $I%$ GI!! GICD

"

SV$ NIX$ !"IC$ !!IC! !$IGN !GICD NIND

"

SVG XIG# !"I#$ !!IC! !!IC$ !GIG$ !CIDD

FV $"IDD $CIC" G"I!D GGI%% GCI!$ G%ICX

"

FV! !%IG% $"I%! $#IC! $%I"! $%I$" $NID%

"

FV$ GI$X #I%X CIDC DI%D %IXG 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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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级制成品!

@S

"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从
!IDGZ

上升到
DI%CZ

$

!

$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所占市场份额呈上升的趋势#从
!"I"#Z

上升到
$$IGGZ

$其中#农业型制成品!

TJ!

"和其他产品!

TJ$

"

所占的市场份额都出现上升的趋势#前者上升的幅度较为明显#市场份额由
$""#

年的
DIX$Z

上升到
$""X

年的
!CI%XZ

$

!

G

"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RV

"占美国进口市场份额出现了上升的趋
势#并且变化幅度都很明显#从

GCINNZ

上升到
D"ICGZ

#增加了大约
$C

个
百分点$其中#纺织'服装'鞋类!

RV!

"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所占份额从
$""#

年的
!%IC!Z

上升到
$""X

年的
G!I%DZ

&其他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

RV$

"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NIG%Z

上升到
$NI%NZ

$

!

#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SV

"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也出现
了上升的趋势#所占份额从

!XIXGZ

上升到
$NI"NZ

$其中#自动化类的制成
品!

SV!

"所占的市场份额最低#由
$""#

年仅为
!ID%Z

上升到
$""X

年的
GICDZ

&加工类制成品!

SV$

"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NIX$Z

上升到
$""N

年
!GICDZ

#但
$""X

年却猛跌至
NINDZ

&工程类制成品!

SVG

"在中等科技含
量制成品中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最高#市场份额从

XIG#Z

上升到
$""X

年
的

!CIDDZ

$

!

C

"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FV

"在美国进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变化幅度
也很明显#从

$"IDDZ

上涨至
G%ICXZ

#增加了大约
!%

个百分点$尤其是电
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

FV!

"的市场份额从
$""#

年的
!%IG%Z

上升到
$""X

年的
$NID%Z

#上升的幅度高达
!!

个百分点#其他高科技制成品
!

FV$

"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GI$XZ

上涨至
NIX$Z

$

总的来看#我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上升速度特别
明显#农业型制成品'工程类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电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
成品所占份额也都表现为明显的上升态势$

!四"与其他国家在美国进口市场上份额的对比

!I

与(金砖四国)其他国家在美国市场上份额的对比
(金砖四国)可谓最具代表性的四个发展中国家#本文对比分析了我国和

其他三个国家在美国市场上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市场份额情况$如表
!!

所示#以
$""N

年为例#具体来看%

!

!

"从初级制成品来看#除俄罗斯和中国外#其他两个国家在美国所占
的份额都很低#其中俄罗斯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

$""N

年为
CI$$Z

#印度所
占的份额最少#只有

"I!#Z

#中国和巴西分别为
GIG%Z

和
!I"!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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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N

年(金砖四国)各国在美国市场份额对比 !

Z

"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S GIG% CI$$ "I!# !I"!

TJ $!IG! !I$$ CI#X #IG#

"

TJ! !#I"$ "I$N "I#C $ICD

"

TJ$ %I$X "IXC CI"C !I%N

RV CCIG# "I$C CI$D !I#X

"

RV! $NI"$ "I"! GID$ "ING

"

RV$ $%IG$ "I$# !ID# "IDD

SV $XIXN GI"! GI!C DING

"

SV! GI!! "I"! "I$! "IGG

"

SV$ !GICD $IXD $I#! CI!C

"

SVG !GIG$ "I"# "IC$ !IGC

FV GCI!$ "I"N "IX% #IG

"

FV! $%I$ "I"$ "IG! "I#G

"

FV$ %IXG "I"D "IDD GIN%

!

$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中国的农业型制成品!

TJ!

"占美国市
场份额有绝对优势#远高于其他三国的总和#

$""N

年我国所占份额为
!#I"$Z

#俄罗斯和印度都很低#分别为
"I$NZ

和
"I#CZ

&中国的其他资源
型制成品!

TJ$

"所占的市场份额在(金砖四国)中是最高的#印度其次#

巴西和俄罗斯都较低$

!

G

"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RV

"#与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纺织'服装'

鞋类!

RV!

"和其他产品!

RV$

"在美国市场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

远远高于其他三国的总和#

$""N

年中国这两类制成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
分别为

$NI"$Z

和
$%IG$Z

&俄罗斯这两类制成品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都很
小#分别只有

"I"!Z

和
"I$#Z

$

!

#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SV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三类制成
品在美国市场所占市场份额都拥有绝对优势$自动化类制成品!

SV!

"中
国

$""N

年占美国的市场份额为
GI!!Z

#不仅远高于其他三国#而且也远高
于这三个国家所占市场份额之和&俄罗斯

SV!

制成品在美国所占的市场份
额很小#不仅远远低于中国#同时和其他两国相比也很低&加工类制成品
!

SV$

"#中国最高#巴西其次#俄罗斯和印度相当&中国工程类制成品
!

SVG

"有绝对优势#其他三国所占份额都很小#俄罗斯最小#只有
"I"#Z

$

!

C

"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FV

"#中国电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
!

FV!

"和其他高科技产品!

FV$

"与其他三国相比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N

年电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

FV!

"市场份额为
$%I$"Z

#远远高
于其他三国的份额总和#其他三国份额都很小#俄罗斯所占份额最小#只
有

"I"$Z

&在其他高科技产品!

FV$

"中#俄罗斯也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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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只有
"I"DZ

#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所占份额最大#

$""N

年为
%IXGZ

#巴西其次#所占市场份额为
GIN%Z

#约为中国所占份额
的一半$

总的来看#与金砖四国其他三个国家相比#除了初级制成品之外#我国
各类制成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市场份额基本都远远
高于其他三国的份额总和$

$I

与德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在美国市场份额对比
加拿大'中国'墨西哥'日本'德国是美国进口贸易的前

C

大地区$本
文将对比分析这

C

个国家在美国进口市场上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的市场
份额$如表

!$

所示#以
$""N

年为例#具体来看%

表
!$

"

$""N

年中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在美国市场份额对比!

Z

"

中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日本 德国
@S GIG% G%I"! %I!# !IG CI#C

TJ

"

TJ! !#I"$ GDIG GIDX DI!# #I$C

"

TJ$ %I$X NICN $INC #I!# DI$#

RV

"

RV! $NI"$ $I!X CI!G "I#! "ID$

"

RV$ $%IG$ !!I%$ XI$X GID$ GI"N

SV

"

SV! GI!! $#I#N !DIND $DI%C !GICD

"

SV$ !GICD !XI"% %ICD DI%C CI#D

"

SVG !GIG$ !"IX# !%I%C !!IC !"IDD

FV

"

FV! $%I$ #I#$ !XIG! % G

"

FV$ %IXG !GI%% CIND XIGC !DI!C

!

!

"从初级制成品来看#加拿大在美国市场拥有绝对优势#所占份额为
G%Z

#不仅远远超过其他四个国家#而且远远超过其他四国在美国市场所占
份额的总额$日本所占份额最低#仅为

!IG"Z

$

!

$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加拿大农业型制成品!

TJ!

"占美国市场份
额也有绝对优势#远高于其他四国的总和#

$""N

年为
GDIGZ

&中国其次#

$""N

年为
!#I"$Z

&日本和德国'墨西哥所占份额都低于
%Z

&五个国家在其
他资源型制成品!

TJ$

"中所占市场份额差异较小#都小于
!"Z

$

!

G

"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与其他四国相比#我国纺织'服装'鞋类制
成品!

RV!

"在美国进口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市场份额远远高于其他四国
的总和#

$""N

年中国这两类制成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为
$NI"$Z

#其他
国家所占份额都低于

DZ

$我国其他产品!

RV$

"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是
$%IG$Z

#加拿大是
!!I%$Z

#墨西哥是
XI$XZ

#日本和德国的份额小于
#Z

$



第
#

期 魏
"

浩等%中国制成品出口比较优势
!G"G

"

!

#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SV

"#日本和加拿大自动化类制成品
!

SV!

"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大约为
$CZ

左右#墨西哥和德国大约为
!CZ

左右#中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N

年所占份额仅为
GI!!Z

&在加工类制
成品!

SV$

"中#加拿大所占市场份额最高#为
!XI"%Z

#德国所占份额最
低#仅为

CI#DZ

&在工程类制成品!

SVG

"中#墨西哥有着相对的市场优
势#

$""N

年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为
!%I%CZ

#其他四国所占份额相当#都在
!!Z

左右波动$

!

C

"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FV

"#我国电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
!

FV!

"具有相对的优势#

$""N

年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市场份额为
$%I$"Z

#其次是墨西哥#所占份额为
!XIG!Z

#加拿大'日本和德国所占
份额都小于

%Z

&在其他高科技产品!

FV$

"中#德国处于相对的优势地
位#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为

!DI!CZ

#其次是加拿大#所占份额为
!GI%%Z

#然后是日本'中国和墨西哥$墨西哥所占市场份额最低#

$""N

年
为

CINDZ

$

总的来看#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相比#我国只有低技术含量
制成品'电子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具有绝对的优势#

其他类型产品的市场份额优势不明显$

GI

与亚洲地区部分国家在美国市场份额对比
为了对比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美国市场上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市场

份额#本文选取了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即(亚洲四小龙)之一的
韩国'东亚四国之一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以及日本作为参照国家和地区#对比
分析这些国家和中国在美国市场上不同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市场份额$如表
!G

所示#以
$""N

年为例#具体来看%

!

!

"从初级制成品来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美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
都很低$其中#中国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其他四国的总和#而泰国占的市场份
额最低#

$""N

年只有
"I!"Z

$

!

$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中国农业型制成品!

TJ!

"和其他资源型制
成品!

TJ$

"占美国市场份额都有绝对优势#超过其他四国的总和&马来西
亚这类资源型制成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在与其比较的国家中都是最低的$

!

G

"低科技含量的制成品#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纺织'服装'鞋类
!

RV!

"和其他产品!

RV$

"在美国市场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远远
高于其他国家$

!

#

"中等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SV

"#日本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在自动化
类制成品!

SV!

"所占市场份额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N

年占美国的市场份
额为

$DI%CZ

#不仅远高于其他四国#而且也远高于这四个国家所占市场份额
之和&马来西亚

SV!

制成品在美国所占的市场份额很低#仅为
"I"$Z

&在加
工类制成品!

SV$

"和工程类制成品!

SVG

"中#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都



!G"#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表
!G

"

$""N

年中国和东亚'东南亚部分国家在美国市场份额的对比!

Z

"

中国 韩国 泰国 马来西亚 日本
@S GIG% "ICG "I! "I$D !IG

TJ

"

TJ! !#I"$ GIGN !IX$ "ICN DI!#

"

TJ$ %I$X !I$# "IG% "I"# #I!#

RV

"

RV! $NI"$ "IX# !INC !I!G "I#!

"

RV$ $%IG$ !IN$ !IGD "IDG GID$

SV

"

SV! GI!! CI!G "I!N "I"$ $DI%C

"

SV$ !GICD $INX "I#C "IDX DI%C

"

SVG !GIG$ $INC !I"# !I$C !!IC

FV

"

FV! $%I$ #I%N !IX #I"% %

"

FV$ %IXG $ID# "I% !I#C XIGC

高于其他国家$另外#要注意的是#韩国占美国自动化类制成品!

SV!

"的
份额大于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韩国占美国加工类制成品!

SV$

"和工程
类制成品!

SVG

"的份额也都大于泰国和马来西亚$

!

C

"高科技含量的制成品!

FV

"#在五个国家中#中国的电子和电力类
高科技制成品!

FV!

"在美国市场上有着绝对优势#远高于其他四国的总和&

在其他高科技产品!

FV$

"中#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美国市场上具有相
对的优势$

总的来看#从与亚洲地区部分国家的比较来看#我国除了自动化类制成
品!

SV!

"和其他高科技产品!

FV$

"的份额较低之外#其他类型产品都具
有很明显的优势$另外#除了纺织'服装'鞋类!

RV!

"#韩国各类产品在美
国市场上的整体优势大于泰国和马来西亚$

!五"贸易结构变动的指数测度
用来反映贸易结构变化的两个指数分别是劳伦斯指数!

R*O13),3()Q3̀

#

也叫结构变动指数"和收益性指数!

J3)3<(,(*4()Q3̀

#也叫结构优化指数"$

劳伦斯指数的变化范围从
"

到
!

#指数越大说明结构变动越明显&收益性指数
则用来测度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是否向着世界对出口产品的动态需求方向变
化#即用来说明贸易结构优化的程度#大于零表明结构出现优化趋势#指数
越大表明出口结构优化的程度越大$

表
!#

给出了
$""#

*

$""N

年各大类制成品结构变化指数和结构优化指数#

计算结果表明%!

!

"所有类别制成品的结构优化指数都大于零#表明中国各
类制成品出口结构都呈现出结构优化的趋势$ !

$

"从各类制成品结构变动指
数来看#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

SV

"#变化最小的是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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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含量制成品!

FV

"#初级制成品!

@J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低科
技含量制成品!

RV

"的结构变动指数基本相当$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

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

SV

"'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FV

"的结构优化指数与结
构变动指数基本呈现正相关#说明这三类产品的结构变动与世界市场的需求
趋势相符$相反#初级制成品!

@J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TJ

"的结构变
动虽然很大#但其结构优化的幅度却很小$

表
!#

"

各类制成品贸易结构变化状况
$""#

*

$""N

年
@J TJ RV SV FV

结构变动指数
"I!$! "I!$$ "I!$% "I!X# "I"XC

结构优化指数
"I"$D "I""! "I!!% "I!!$ "I"N%

七!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I

从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势来看
!

!

"在世界市场上#与
$""$

年相比#

$""N

年我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状
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出口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但是#

这些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从变动趋势来看#我国中等技术含量制
成品的比较优势日益凸显#但是#比较优势指数偏低#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
产品类型较少$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T&L

'

!

"种类来看#比
$""$

年增
加了

$C

种#达到
N%

种#占全部
!##

种产品的
D"I#$Z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
产品!

$

+

T&L

,

G

"有
!N

种#比
$""$

年增加了
C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
产品!

T&L

'

G

"有
$X

种#比
$""$

年增加了
!!

种$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
构成来看#虽然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依然占据了一半左右的份额#从

$""$

年的
G#

种增加到
$""N

年的
#"

种&但是#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的种类大大增加#

从
$""$

年的
X

种增加到
$""N

年的
$G

种$

!

$

"在美国市场上#与
$""G

年相比#

$""X

年我国出口中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产品主要是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与世界市场
的变化基本相同&但是#从变动趋势来看#我国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的比较
优势在美国市场上没有凸显#这与世界市场的情况不同$从美国市场和世界
市场的比较来看#我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整体比较优势小于在世界市
场上的比较优势#其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两个市场上的情况基本相同#

但是#中等和高等技术含量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都明显大于在美国市
场上的优势$

!

G

"与
$""#

年相比#

$""N

年我国出口商品的
T&L

指数曲线变得日益平
滑#出口比较优势变得更加稳定成熟#出口结构的集中程度降低#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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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优化$

$I

从制成品的出口贸易结构来看
!

!

"无论在世界市场还是在美国市场上#原本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占绝
对优势地位的低科技含量制成品逐渐被高科技含量制成品所取代#各占

GCZ

左右的份额$高科技含量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电子及电力
类高科技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增长$可见#与

$"

世纪
X"

年代相比#我国出口
商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

"在
!XXX

*

$""X

年间#我国对世界市场的出口产品类型发生了质的
变化#主要表现为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份额的下降#高技
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的上升#中等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表现为小幅
度上升的态势$

!XXX

年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占据
C"Z

左右的份
额#是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C

年高技术含量制成品超过低科技含量
制成品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并一直保持至今#

$""X

年所占份额为
GNZ

左右$

!

G

"在
!XXX

*

$""X

年间#我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产品类型也发生了质的
变化$在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中#低技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日益下降#高技
术含量制成品所占份额日益上升#

$""%

年和
$""X

年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成为第
一大出口商品$这些情况与对世界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基本相同$

!

#

"在美国市场上#在
$""#

*

$""X

年间#我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在美
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上升速度特别明显#农业型制成品'工程类中等技术含
量制成品'电子和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所占份额也都表现为明显的上升态
势$与金砖四国其他三个国家相比#除了初级制成品之外#我国各类制成
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市场份额远远高于其他三国
的份额总和$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相比#我国只有低技术含量
制成品'电子电力类高科技制成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具有绝对的优势#

其他类型产品的市场份额优势不明显$从与亚洲地区部分国家的比较来看#

我国除了自动化类制成品的份额较低之外#其他类型产品都具有很明显的
优势$

!

C

"在
$""#

*

$""N

年间#我国各类制成品出口结构都呈现出结构优化的
趋势#其中#结构变动最为明显的是中等科技含量制成品!

SV

"#变化最小
的是高科技含量制成品!

FV

"#初级制成品!

@J

"'基于资源型的制成品
!

TJ

"'低科技含量制成品!

RV

"的结构变动指数基本相当$

!二"政策建议
对于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出口导向型战

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出口商品结构是衡量出口国所处
国际地位和所获贸易利益多少的标志#因此#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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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结构就成为很多国家追求的目标$我国也不例外$自从改革开放以
来#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型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我国出口
商品结构实现了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本
文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即高技术含量制成品超过低科技含量制成品成
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但是#我们要对这个现象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在国际分工细化的背景下完成的$国际分工由产
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要素分工#每一次国际分工形式
的变化都会导致国际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重新配置#每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在目前产品内分工和要素分工的国际背景下#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

在世界各国配置资源#把产品的每一个生产工序都放在最具有优势的国家或
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各类零部件和半制成品集中到特定的地区进行加工
组装#因此#加工组装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所包含的要素不再全部是由本国
的要素构成#出口商品是由世界各国共同生产的(世界产品)#出口国只是产
品整个生产工序上加工组装工序的承担者而已#技术研发'各类核心零部件
等工序都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完成的$中国便是典型的代表$这也是为什么
我国是(世界加工厂)#不是(世界工厂)的原因#因为中国在整个国际分工
中所处的地位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端#承担的工序大多是加工组装$在这样的
国际背景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日益优化和升级就成为必然#但是#要注意
的是#这只是名义的出口商品结构#实际的出口商品结构要比名义的出口商
品结构低得多#因为在我国出口的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生产中#我国的贡献
度很低#技术的研发'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等大部分都是由外国的企业完成的#

我国只是世界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加工组装基地#我国的贡献只有加工组装
而已$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我国出口的低技术含量制成品中#我国的贡献度
比较大$这一点从我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和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情
况可以得到验证#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较多且比较优
势指数较大$

如果忽略产品内分工这一特征事实#就会扩大我国的名义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的实际出口商品结构$以中国向美国出口
(@'-)3

手机为
例#中国只是负责组装

(@'-)3

的元件#核心元件和设计都是从美国'日本'

德国'韩国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一部
(@'-)3

手机的批发价是
!%NIXD

美元#

从附加价值来看#日本占
G#Z

#德国占
!%Z

#韩国占
!GZ

#美国占
DZ

#中
国仅占

GIDZ

!

DIC

美元"#其他国家占
$%Z

#

$""X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
(@'-)3

手机
!!G"

万部#名义出口额为
$"I$G

亿美元#从附加价值来计算#中国对美
国出口额仅为

%G#C

万美元!

_()

B

*)Q:32312

#

$"!"

"$

(@'-)3

手机案例虽然
不是我国整体外贸的现实#我国整体外贸情况要比这好得多&但是#这一案
例说明了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我国实际的出口商品结构要比名义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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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品结构低得多$可见#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有效
的新的研究方法#如何获得研究所需的微观数据#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达到稳定外需和保证出口的目的#就必须提
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外部冲击对我
国国内经济的影响'稳定和增加国内就业'获得和增加贸易利益等是我国稳
定外需和保证出口的主要目标$基于此#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世界经济发
展的趋势#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我国政府要高度重视高技术含量制成品和
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发展和出口$

从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构成来看#高技术含量制成品是我国第一大
类出口商品#虽然部分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本土化程度比较低#但是#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必然#也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
国转变的必然要求&虽然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现在具有典型加工贸易的性质#

出口获得的贸易利益也比较少#但是#却可以为我国稳定和缓解就业压力作
出贡献#可见#保证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稳定出口是我国短期内稳定外需和保
证出口'使经济在长期内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想保证高技术含量制成
品稳定出口就要提高我国在出口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生产中的贡献度#提高出
口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比较优势$要想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提高我国整体
的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我国内资企业的
配套能力#减少出口商品中进口生产要素所占的比例$

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出口额日益增加#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种类日益增加#比较优势
程度日益提高#本土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附加值率也比较高#从而导致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出口具有稳定性比较高'贸
易利益比较大'就业效应比较强的特点#可见#保证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稳定
出口是我国稳定外需和保证出口的基础$与此同时#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价
值链的视角来看#低技术含量制成品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生产工序都是低技术
含量的#部分生产工序或核心工序也可能是技术密集型的$因此#我国应该
对低技术含量制成品进行转型升级#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和提升低技术产业#

并逐渐产业化#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比较优
势和技术含量$

总的来看#高度重视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发展和出口#提高出口高技术
含量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在出口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生产中的贡献度#

加快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转型升级#巩固和提升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比
较优势和技术含量#有利于我国实际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出口比较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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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是我国短期内稳定外需和保证出口'保证对外贸易在长期内保
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贸易大国向贸易强
国转变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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