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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浙江外贸增长背后的结构性隐忧 

俞 涔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摘 要】运用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浙江省对外贸易结构，客观地认识浙江外贸发展的质量，为规避国际贸易风险

和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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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对外贸易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与海外通商的重要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的同时，对

外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从 1979年开始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浙江对外贸易

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浙江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之路。 

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浙江外向型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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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外贸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对外贸易连续 7年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32.4%，

比全国同期年均增幅高 5.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年均增长 33.2%，比全国同期水平高 5.2 个百分点。2008 年尽管受金融风暴冲

击，浙江外贸总额仍然创下历史新高，首次跃上 2000 亿美元台阶，累计实现外贸总额 2111.5 亿美元，比 2007 年增长 19.4%，

增幅比中国平均水平高出 1.6 个百分点，出口规模继续位居全国第四位。一般贸易出口、贸易顺差、纺织服装出口和重点出口

品牌数均居全国第一。2009 年虽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外贸进出口总值有所下降，但进出口降幅均小于全国平均降

幅 2.8%，浙江外贸进出口占全国的比例为 8.5%，比 2008年提高 0.26个百分点。可见，浙江对外贸易规模扩张快，在全国外贸

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强。 

 

2008 年，全省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相当于全省生产总值的比率)和出口依存度(出口总值相当于全省生产总值的比率)分

别达到了 68.2%和 49.9%，分别比 1980 年提高 66.1 和 47.9 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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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外贸飞速增长背后的结构性隐忧 

对外贸易结构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商品国际竞争能力、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地位的综合反映。

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结构问题。剖析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迁，可以客观地认识对外

贸易发展的质量，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提供较为科学的可供参考的新思路;从国际贸易市场结构的变动透视在市场环境下

自然形成的各经济区域之间的贸易关系及其特点，可为克服对外贸易区域过于单一所导致的严重依赖性，完善市场网络带来启

示，从而改变贸易外部布局的不平衡性，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因此，在看到浙江外向型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浙

江省外贸结构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解读。 

2.1进口与出口结构失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比例失衡 

浙江外贸增长迅速，但对外贸易出多进少的格局长期存在，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04年，浙江贸易顺差总额达到 310.79亿

美元，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额的 96.85%。近几年来，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历史机遇，浙江的进口

增长态势较好，从全国范围来看，浙江贸易顺差在全国贸易差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从绝对数量来看，浙江外贸顺差仍

不断加大，2008年顺差高达 974.24亿美元，比 2004年翻了三番多。 

 

外贸顺差较大，是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反映。基于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国情，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发展，

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方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外贸的顺差，这是综合国力逐步

增强和竞争力明显提升的标记。但是，外贸顺差一旦过大，容易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影响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和对外经贸

关系的良性发展。不可否认，浙江的高额顺差至少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致使一些贸易伙

伴特别是美欧频频借此对华施压。浙江已成为贸易摩擦与纠纷的高发地区，从 2002 年到 2008 年，浙江共遭到美国、欧盟、印

度、土耳其、加拿大、埃及、墨西哥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两反一保等贸易摩擦案件 296 起，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直接涉案

金额近 60亿美元，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其二，进口在提升国际地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证资源性商品供应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由此，进口的相对疲软不利于浙江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对出口增长潜力产生深远影响。其三，资源输

出较大。浙江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高资源消耗、附加值低的纺织品为主，因此，浙江外贸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耗省内

资源为代价的，顺差的实质就是用我省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原材料、能源等换取国外的货币资本。顺差越多，意味着资源输

出越多。在我省能源短缺、资源贫瘠的环境下，这种贸易方式已经面临挑战
［1］

。 

此外，与浙江省货物贸易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比例也不协调。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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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服务贸易占全省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 6.7%，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4.9%，服务贸易额仅为货物贸易的 5.4%，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4 个百分点左右(美国早在 2003 年就已达 28.1%)。而且，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金融、保险、通讯、邮电等知识

与技术密集行业，浙江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浙江国际服务贸易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2.2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比重失衡 

浙江是一般贸易的大省、强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80%左右。这种自立型外贸模式主要靠国内自产的原材

料加工后出口，可以使企业拥有独立的国际市场营销网络，灵活调整市场和产品，获取从生产到销售的主动权和更多利润。三

十多年浙江外贸发展的经验证实，正是以一般贸易为主的独特贸易结构，使浙江外贸企业能及时适应政策环境和市场变化，调

整产品和市场分布，具有较强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实现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 

但是，这种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贸易方式结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浙江利用外资比重偏小的状况。与一般贸易飞速增长相比，

浙江的加工贸易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与全国和沿海省份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2］

。近 10年来，浙江加工贸易总体规

模增长飞速，比 1999年增加了 10.8倍。但是从相对比例来看，浙江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 1999 年 22.1%，下降到 2002

年的 17.1%%，2006年虽有所反弹，但 08年仍不足 20%。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相差了近 30个百分点。 

 

同时，浙江省的加工贸易与沿海省市相比，无论是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还是占外贸出口额的比重均存在明显差距。2008 年

广东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为 2613.59 亿美元，江苏省的 1419.65 亿美元，上海市 1708.92 亿美元，分别为浙江省加工贸易出口

额的 8.74倍、4.6倍和 5.54倍。从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整个出口贸易的比重来看，情况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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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出口市场集中度高，结构不尽合理 

从出口商品流向来看，浙江长期以来的外贸进出口市场比较集中。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东盟等;进口市场主要

是台湾、日本、东盟等。欧盟、美国、日本分别是浙江主要贸易伙伴，2008年出口比重分别为 27.6%、17.2%和 6.5%。受全球金

融海啸的影响，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受到较大的打击，需求急剧下滑，使浙江外贸企业的订单大幅缩减，经营困难。为了科

学、合理地分析浙江进出口市场结构，我们引入了集中度指数(HHI)、多样性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E)。 

 

(1)HHI 指数
［3］

，即赫芬达而－赫希曼指数，它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用于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其等于某特定行业的所有企

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公式表示如下: 

 

上式中的 X 表示出口总量，Xi表示各贸易国家(地区)的出口量，Si=Xi/X 表示第 i 个国家(地区)的市场份额，N 表示进(出)

口国家(地区)的个数。HHI是市场集中度的度量指标，我们可以用 HHI指数来计算浙江出口市场的集中程度。HHI值的范围在 0～

1 之间，其值越大，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反之表明市场集中度低。当 HHI=1 时表明市场处于完全垄断状态;当市场上有许多企

业，且规模都相同时，HHI=1/n，n趋向无穷大，HHI就趋向 0。出口市场的 HHI反映了浙江外贸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依赖程度。 

(2)H 指数，又叫做 Shannon 多样性指数，是景观生态学中用来度量系统结构组成复杂程度的指数，这里借鉴它来分析出口

的地区结构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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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表示第 i国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n表示商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总数。H的取值范围同样是 H≥0，没有上限。当出

口国家只有 1 个时，Pi=1，则 H=0。当出口国家个数增加或者指定的几个出口国家所占份额趋于相似时，H 值相应增加。该指标

可以精确地分析我省在某地区内部的几个既定出口对象国所占份额的变化情况。如果在某个地区的出口国家个数一定时，H值变

大，说明这些国家占中国出口到这个地区的份额趋于平均、差距缩小，中国出口商品在该地区的内部结构趋于优化，反之说明

内部结构趋于恶化。 

(3)E指数，均匀度指数，是景观生态学中用来描述景观中不同景观单元分布的均匀程度的。式中 H是多样性指数，Hmax是多

样性指数的最大值。我们运用这个指数来进一步分析某地区的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情况。式中 Hmax=log2n中的 n就是商品出口的

国家和地区的总数。E 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E 值越大，说明这些国家占出口份额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内部结构日益优化，

反之，则说明差距扩大，结构恶化。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我们选取了 30个主要出口国家(或地区)，根据海关统计的进出口数据对浙江省出

口贸易的地区结构进行详细分析。从历年来看，这 30 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市场份额占 90%多，因此，我们认为所选取的对象

能够代表浙江出口的市场结构状况。我们分别测算了其市场集中度、多样性和平均度指数的变化情况，结果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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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虽然浙江出口前 30 位的国家和地区在浙江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92.39%下降到 90.7%，但浙江出口贸

易对象的集中度来看，2008年比 2007年的集中度明显要高，而从贸易对象的多样性和平均度来看，主要贸易伙伴间的份额差距

正进一步拉大，贸易结构恶化。 

2.4出口商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偏低，出口商品缺乏自主品牌 

近几年来，随着科技实力、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浙江出口贸易对廉价资源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依赖逐步降低，工业

制成品、附加值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成熟制成品的出口稳步发展。总体上来说，随着我省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转型升级

战略的实施，浙江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其中出口总值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不断提高，从 2001 年的 91.59%到 2008 年的

96.38%。 

但具体到制成品出口，传统的以轻纺产品为主的纺织服装仍占据半壁江山，而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明显

偏低。而且在制造环节上，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与沿海省份相比，浙江在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方面存在较大差距。2008年浙江高新技术产品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 8.89%，低于全国平均近 20个百分点，分

别低于江苏、上海、广东 33.6、28.8 和 24.5 个百分点。受外需大幅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2009 年我国高技术

产品进出口额均出现明显下降，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共计 6867.8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9.3%。其中出口额为 3769.3 亿美元，

较上年下降 9.3%;进口额为 3098.5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9.4%。其中，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分别下降 28.6%和 28.3%，

比全部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降幅高出 19.2个和 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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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浙江出口商品附加值不高，自主出口品牌匮乏，自有品牌产品销售的比例不到 6%，远低于国际上 50%的水平。

低附加值的产业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低价竞销、恶性竞争等现象依然存在。如浙江出口鞋类占世界同类市场的 40%，但平均单价

分别只有西班牙的 1/5和意大利的 1/12。出口产品一直以来停留在“浙江制造”而不是“浙江创造”，还只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

的低端。如果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还继续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将难以促进产业升级，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制

约外贸效益的提高。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大力发展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大出口品牌的培养将是今后浙江外

贸的重点发展方向。 

(分析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科技统计，浙江统计年鉴，浙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年鉴、浙江海关统

计等) 

3 进一步优化浙江外贸结构的建议 

3.1转变思想观念，改善贸易结构，发展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一直是我省外贸的“短腿”，制约了我省对外贸易的发展。事实上，调整一般贸易的比重，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对

于浙江外经贸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发展加工贸易可以利用国外物质资源，克服或补充省内某些原材料的不

足，解决省内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提高省内设备的利用率，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加工贸易有利于促进生

产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省内

各级政府都应把发展加工贸易作为对外开放重要工作来抓。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发展方向，鼓励加工

贸易企业进入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产业发展定位的层次，鼓励国内有竞争力

的企业沿着产业链条和工序链条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 

3.2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要把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着力调整产品结构，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商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浙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逐步转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低技术含量为特征的

加工制造比较优势，而应注重提升产品的内在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政府应加大宣传和引导的力度，提高企业自主创新主动性，

鼓励企业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企业从模仿创新逐步向合作创新、自主创新转变。同时充分发挥开发区、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优势企业进入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体系，并与“引进来”相结合，增加先进技

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进口，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提高浙江本土企业的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

创新能力。 

3.3抓好市场深度开发，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着力巩固欧美、日本等传统市场，深度开发中东、拉美、东南亚市场，大力拓展东欧、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市场，进一步

扩大市场份额，拓展市场空间。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外经贸扶持政策，逐步将对具体企业和产品的支持转到提供公共产品、公

共服务以及体制建设上来，建立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专项资金;推进外经贸电子商务和政务建设，组织企业开展网上贸易，

抢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搭建信息平台，积极开展国际数据交换。通过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等多种方式与美国、加拿

大、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的公共信息服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扩大信息来源，为深度开发国际市场，拓宽市场空间创

造条件。 

3.4塑造区域品牌，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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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块状经济”，具有产业集群的地理特征，如绍兴的轻纺产业块、海宁的皮革产业块、永康的五

金产业块、永嘉的纽扣产业块、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块、诸暨的袜业产业块等。浙江的“块状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总体

而言，产品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国际市场主要还是依靠数量和价格优势取胜。因此，浙江的外贸企业应转变现有

的研、产、销模式，努力塑造区域品牌。通过积极有效的品牌战略推进和品牌建设，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设立“品牌建设

资金”，鼓励企业逐步创立和推广自有品牌，大力推进创品牌建设和创名牌活动。 

3.5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机制，降低外贸经营风险 

健全完善预警机制，建立国际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一方面加强和完善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的分工协作，

促进三者互动，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多形式、高效协作的国际贸易摩擦应对体系，提高快速反应的国际贸易摩擦应对能力。

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及重点出口市场，建立公平贸易联系点和监测点，定期沟通，加强预警，建立起内外一体的公平贸易信

息网络和合作渠道。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协调和自律，努力提高企业应对反倾销和技术壁垒能力，

避免恶性竞争。要加大对出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力度，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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