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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式外贸结构转型之路
①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外贸结构转型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看一个国家的外贸

是否强大，无非是两个方面：规模和结构。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没

有能力主动选择外贸结构，规模无疑是优先考虑的。这类国家外贸的重要目的

是创造外汇，追求足够规模的货物出口则有利于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外贸规模的扩张速度无比耀眼。尤其是中国入世至全球金融危机的期间，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20%。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大，外贸

规模的“大”并不必然衬托出外贸的“强”。在内外各种因素交织影响下，中国

外贸增速已经明显放缓，需要通过外贸结构转型成就更可持续的增长。更重要

的是，外贸结构转型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的外贸结构转型没有合适的经验可借鉴。二战以来，亚洲有代表性经

济体完成了从发展到发达的“蜕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

国台湾。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也成功地完成了贸易结构转型，并带来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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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但是中国和这些经济体有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地域

广、人口多。地域广使得中国不同地区外贸规模和结构无法同步。比如沿海地

区省份占据中国外贸的绝大部分比例、并朝着制造更高端产品迈进，中西部地

区却还在为扩大外贸规模而努力。人口多意味着需要足够多的资本积累才能实

现劳动丰裕向资本丰裕型国家的转变。而小型经济体只需要一定规模的资本积

累即可转型为资本丰裕型。如果还要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指导外贸结构转型，

则时至今日中国仍然称不上资本丰裕型国家，也就没有到进行外贸结构转型的

时机。因此，中国有自身独特的地方，小型经济体外贸结构转型的经验借鉴意

义很有限。 

 

    中国应走出一条中国式外贸结构转型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

过河”的过程，摸中国的石头、走中国自己的路，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

验。在外贸结构转型没有合适国际经验借鉴的背景下，中国应该着力探索出一

条中国式外贸结构转型之路。所谓“中国式”，是指充分意识到中国地域广、人

口多的现实，利用中国地区外贸发展差异大的特点，区别对待东部和中西部外

贸发展。东部地区已经具备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的条件，应从发挥要素禀赋的比

较优势到追求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创新发展。中西部地区则继续追求外贸规模，

发挥要素禀赋优势。从地区之间联动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还能为中西部地区

提供资本品、中间品等原本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产品；中西部地区规模的扩张，

则能有效缓解东部地区在转型过程中给中国外贸增速下滑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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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外贸结构转型已经起航。对内，中国制定出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

对外，东部地区开始对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西部地区则开

始通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外贸。内外联动，中国正建设更加强大的外

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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