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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口市场结构匹配性分析 

文/吕丹丹 

【摘 要】合理的出口市场结构有利于促进出口的稳定增长。本文对浙江出口市场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目的在

于通过浙江出口市场结构的匹配性分析，进一步提高市场结构合理化水平。文章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浙江出口

市场结构的匹配性问题，得出对亚洲主要出口市场基本符合匹配性，与欧盟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但不符合匹配性；

与美国的相关系数最高，且符合匹配性，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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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浙江的外贸出口额不断增加，从 1999 年的 128.7 亿美元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1542.67 亿美元。

在出口额迅速增长的同时，出口市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浙江的出口市场已形成以美国、日本、香港、欧盟为重点，

遍布全球的多元化格局，每年出口到这四个地区的商品占当年出口总值的 40%以上。2008 年底，浙江外贸出口市场已超过 200

个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进出口额在绝对量上都在增长，浙江对各主要进出口市场的进出口额也逐年增长。那

么各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额的变化，即增长率的变化与浙江对这些市场出口增长率的变化存在的相关程度如何？出口额的变化

是否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额变化相匹配？本文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解决上述问题。 

二、匹配性分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结果的正确性，选取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 11 国家以及香港、台湾、欧盟 3 个地区作为分析依据，以 1999～2008 年为分析的时间段。分析中所用到的原始数据均

来自《浙江统计年鉴》和 WTO官方网站的数据库。 

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得出表 1。 

 

各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额整体上都在增长，但每年的进口额增长率都有所不同，有的在不同时段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浙江对各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额的增长率基本上都为正，且相应的增长率大于各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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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表 1 反映的相关系数来看，由于香港和台湾的特殊地位，浙江出口额增长率与香港、台湾进口额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最

大，即联系最紧密。这说明香港和台湾作为浙江的传统出口市场，维持与其的稳定发展很重要；浙江对香港和台湾出口额增长

率的变化与香港、台湾进口额增长率的变化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另外与日本的相关系数为 0.56，与韩国的相关系数为 0.26。 

从浙江出口的主要商品来看，主要有机电、高新技术、服装及衣着附件和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2008 年中国出口纺织品

625.6 亿美元，其中浙江出口纺织品 206.7 亿美元。2008 年日本进口纺织品 69.5 亿美元，其中 38.7 亿美元是从中国进口的。

2008年，中国出口服装类产品 1200亿美元，其中浙江出口 215.8亿美元。日本进口的 259亿美元服装类产品中有 214.3亿美元

是从中国进口的。WTO官方网站中公布的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办公室和电信设备均属《浙江统计年鉴》

中公布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这类产品是浙江出口的主要产品，在全国该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08 年日

本在纺织品、服装、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办公室和电信设备上的进口达 1779.7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

口 864.74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作为浙江传统的出口市场，日本的进口与浙江出口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

浙江的出口与韩国进口之间的相关程度小得多，说明浙江出口的变化不会引起韩国进口很大的变化。 

由此得出，在亚洲市场上，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作为浙江传统的出口市场，影响着浙江的出口，浙江的出口也对他们

的进口产生很大的影响。浙江在亚洲的出口市场结构与亚洲的进口市场结构基本匹配。 

2.在欧洲市场上，欧盟作为浙江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与浙江的相关系数为 0.62。除俄罗斯以外，浙江与其他欧洲主要出口

市场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这说明浙江的出口额增长率与欧洲大多数出口市场的进口率呈正相关，其中与欧盟的相关程度最高，

与俄罗斯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1。 

欧盟在 2008年总进口 22822.4亿美元。纺织品进口 839.6亿美元，其中欧盟内部进口 560.4亿美元，从亚洲进口 174.7亿

美元，从中国进口 83.4亿美元，说明中国是欧盟在亚洲的主要纺织品进口市场。2008年欧盟进口服装类产品 1777.41亿美元，

内部进口 846.58 亿美元，从亚洲进口 662.69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 352.6 亿美元，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总额为 398.2 亿美元。在

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办公室和电信设备的进口上，2008年欧盟从亚洲进口 4170.1亿美元，从中国进口

2178.7 亿美元。由此可见欧盟在这六类商品的进口上，以内部进口为主，中国是欧盟在亚洲的主要进口市场。进而推断欧盟是

浙江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浙江并不是欧盟的主要进口市场，浙江出口额增长率与欧盟进口额增长率的相关性是单向的关系，

不符合匹配性原理，应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开发。 

俄罗斯作为浙江在欧洲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与浙江出口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表现为负。俄罗斯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国家，

进口的主要产品有燃料、钢铁、化学制品、汽车部件、农产品、食物及服装类产品。纺织品、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通信设备、

电子设备、办公室和电信设备在进口额中占很小的比重。相关系数为负说明浙江对俄罗斯市场的发展很不充分，俄罗斯轻工业

不发达正是浙江开发市场的有利条件，是浙江重要的出口潜力市场。 

由此得出，欧洲是浙江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也是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特别是欧盟市场。在欧盟市场中，相关程度较高

的是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近年来浙江对欧洲的出口份额不断上升，对欧洲各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份额基本上都在上升，这

样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 

3.浙江出口增长率与美国进口增长率之间相关系数为 0.64，与加拿大的相关系数为 0.36。从进口的纺织品来看，2008年北

美洲从中国进口了 105 亿美元的纺织品，该年中国共出口纺织品 231.3 亿美元。美国进口的 825 亿美元的服装有 285.8 亿美元

来自中国，加拿大进口的 85亿美元的服装有 45.6亿美元来自中国，占中国服装总出口的 27.62%。从 2008年美国进口集成电路

和电子元件、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办公室和电信设备的情况来看，美国共进口 7566.4亿美元，加上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美

国在这六类产品上的进口为 8670.7 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的 40%。中国在 2008 年对这六类产品的总出口为 9497.6 亿美元，对

美国出口 2483亿美元，占中国对这些产品总出口的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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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出，美国的进口和浙江的出口相互影响，得出的相关系数是相互的，美国的进口市场和浙江的出口市场相匹配。 

三、结论与建议 

1.进一步巩固主体市场。目前浙江对主体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仍很高，特别是对欧盟和美国。主体市场的需求变化、政治变

幻、经济变化等都会对浙江的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促进出口的稳定增长，就要更加深入地开发主体市场，进一步巩固好

在主体市场的份额。比如要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内地出口商的作用，调整对美国的出口市场结构，加深对欧盟市场的开发。总体

而言，应在现有良好的出口基础上，积极研究主体市场的消费结构和市场结构，抓住商机，扩大对主体市场的出口。 

2.积极开拓新市场。外贸市场的分布状况直接影响到进出贸易的效益。出口市场如果过于集中，出口行业易受进口国经济

的影响，而且会引起日益增多的贸易纠纷，特别是出口附加值低的产品，由于需求弹性低，遇到进口国经济下滑时，价格的下

降并不能带来相应的销售量的上升，从而使外贸出口商遭受损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一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就会波及到许多国家，2007 年的

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一国或地区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市场，分散风险，促进出口稳定增长。

浙江出口市场数量多但均匀度不够，仍依赖美国、日本、欧盟、香港四个市场。对非洲、东盟、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开拓不足。

在贸易环境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出口的发展，出口多元化战略显得尤为重要。出口市场除了在数量上增长，还要保证

有一个适当的市场分布均匀度。巩固现有的主体市场，大力开拓新市场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促进浙江出口稳定增长的重要

途径之一。 

（三）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一个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出口市场结构。浙江出口的商品主要有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纺织

品等。从 2006年开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占浙江总出口额的 50%以上，说明浙江的出口商品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从以轻纺产品为主转向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近年来浙江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贸易的摩擦越来越严重。其内在原

因是浙江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要素高，缺乏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浙江提高出口商品的层次，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

出口规模，增加传统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如对传统轻纺类产品的出口要从依赖数量向依赖质量转变，从依赖贴牌向自创品牌转

变，从两个方面来实现“稳定低端、扩大中端、突破高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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