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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加工贸易结构的现状、问题与优化路径1 

兰勇，邵华 

（湖南农业大学，长沙 410128） 

【摘 要】湖南加工贸易存在贸易方式简单、经营主体单一、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和地区结构过于集中等问

题。湖南加工贸易的升级可以从五个方面展开：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结构升级、主体结构升级和培养

产业集群。 

【关键词】湖南；加工贸易；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291X（2009）16- 0140- 03 

湖南加工贸易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全国落后水平，对湖南结构升级问题进行研究对促进湖南加工贸易

的发展与湖南的经济腾飞，实现湖南经济贸易的“中部崛起”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湖南加工贸易结构现状分析 

（一）湖南加工贸易总量分析 

湖南加工贸易总量偏小，增长速度、占进出口总额比重与全国相比差距十分明显。湖南加工贸易占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

率1997 年为21％，这些年来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2002 年下降到9.7％，而同年广东这一比率为78.7％，江苏为

55.3％，山东为47.9％，同是中西部省份的湖北、四川等省份，也都分别达到了27％和35.5％。从2001—2005 年，湖南加工贸

易出口总量较小，出口额增长的幅度不大，2003 和2004 年增幅相对较好，分别达16.35%和61.4%，但是这种趋势并未得到保持，

2005 年的增速仅4.2%，其他年份更加缓慢。横向对比，湖南加工贸易出口额在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仅有1%左右；湖南

加工贸易出口近五年增长1.74 亿美元，而全国增长了2 690 亿美元；在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方面，湖南加工贸易基本上

维持在10%左右，而全国基本维持在50%左右。 

（二）湖南加工贸易结构分析 

1.湖南加工贸易方式结构 

湖南加工贸易主要以进料加工为主，2004 年进料加工出口同比增长比较迅速，2005 年来料加工出口同比增长32.9%，高于

全国平均增幅9.4个百分点，占同期加工贸易出口的20.84%。尽管增长比率比全国高，但湖南加工贸易在总量占全国比率仅为1％

左右，因此湖南无论在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进出口额上与全国相比都存在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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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加工贸易主体结构 

外资企业是湖南开展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内资企业所占的比重非常小。2005 年湖南贸易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占绝对主导地

位，出口额26 519 万美元，占加工贸易总出口的75.77%，增长速度达33.36%；私人企业虽增长迅速（同比增长118.9%），但是

在加工贸易出口所占的比重却只有4.08%；国有企业由于政策、管理、技术等原因同比下降46.22%。 

湖南加工贸易企业总体规模和生产能力一直偏小，加工贸易企业一直在100 家左右徘徊，企业资金实力、技术水平、管理

水平等与广东、江苏、上海等加工贸易发达地区相比相差很大。2004 年全国加工贸易出口过亿美元的企业共计437家，而湖南

加工贸易出口过5 000 万美元的企业只有LG 飞利浦曙光1 家，过亿美元的没有。江苏出口过亿美元的企业85 家，出口额379.4 

亿美元，是湖南3.36 亿美元的一百多倍。江苏最大的加工贸易出口企业———苏州名硕电脑公司出口32.3 亿美元，是LG 飞利

浦曙光的50 多倍。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是湖南加工贸易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3.湖南加工贸易产业、产品结构 

湖南加工贸易产业、产品结构在不断优化。2005 年湖南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中，机电产品占58.7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比率虽小，但增长很快，同比增长60.24%，占湖南加工贸易出口的13.80%；服装纺织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3 358 万美

元，同比增长7.24%，占湖南加工贸易出口的9.54%。 

随然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已逐渐成为拉动湖南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湖南所从事的只是显像管、印刷电路等个别

商品加工，还处于简单加工阶段，还没有实现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据统计，湖南加工贸易机电企业生产能力在5 000 万美

元以上不到10 家，绝大多数设备短期内无法通过ISO9000 国际质量认证，与国内同行业差距较大。湖南加工贸易企业在机电产

品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只是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仅仅获得低廉的加工费用。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湖南加工贸易长期处于产业

链低端，缺乏高端研发能力和创新成果。 

湖南加工贸易没能围绕主导产业，形成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例如，湖南有像LG 飞利浦曙光这样的龙头企业，但

在本地能为之进行产品配套的协作型企业却很少，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品的零部件当地配套率达到95％。

这说明湖南加工贸易在配套能力低的同时，与湖南产业的关联度也很小，还处在低级加工贸易阶段。 

4.湖南加工贸易出口市场结构 

湖南加工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日本等市场，进口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日本、韩国。2005 年香港、美国、

日本、泰国、加拿大、印尼等六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就吸纳了湖南加工贸易出口23 575 万美元，占湖南加工贸易出口总额67.36%。

虽然湖南在巩固好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大了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如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朗、荷兰市场,增幅分别为2 246.65%、

534.14%、1 173.73%、94.93%，但湖南加工贸易出口还相对过于集中,对特定市场依存度过高，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和引发贸

易摩擦。 

5.湖南加工贸易出口来源地区结构 

湖南加工贸易出口来源地区结构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常德地区，地区间加工贸易出口差距非常大。2005 年湖南14 个

市州中开展加工贸易出口的市州只有10 个，张家界、怀化、自治州、娄底等4 个市尚未开展加工贸易。长沙、株洲、湘潭三市

加工贸易出口额24 282 万美元，占湖南加工贸易出口的72.7%，对湖南加工贸易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长沙加工

贸易出口占湖南加工贸易出口的51.5%，超过了一半。虽然益阳、永州两市加工贸易出口增幅均超过100%，但所占比重仍非常小。

常德加工贸易出口占当地外贸出口比重最高，达39.16%。出口来源地区结构的单一化造成湖南加工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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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廉劳动力、广阔土地和丰富资源的地区，却由于资金、技术与政策上的制约得不到发展，相对“长株潭”地区差距很大，

这将不利于湖南加工贸易得和谐发展。 

二、湖南加工贸易结构的优化路径 

（一）产业链升级 

湖南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对相关产业带动弱，必然导致盈利空间小，加工程度浅，仅仅只能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组装和

低技术含量环节，长期以往使得企业丧失新产品研发设计能力。依据工序分工理论和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工贸易应当是从

低端工序向高端工序延伸。因此，湖南加工贸易必须走“简单组装→复杂组装→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销售→自主品牌”的

产业链升级道路。湖南加工贸易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就不能总是只停留在简单组装与技术含量很低的简单零部件生产环节，要

逐步向产品研发和自主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如果不进行产业链升级，湖南加工贸易将出现“谷贱伤农”的“贫困化”增

长现象。 

湖南加工贸易可以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开始引进外资。在把外资企业吸引进来后，加快“干

中学”的速度，从组装环节逐步参与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通过参与外资企业产品的零

部件、组装环节的加工过程，结合已经掌握到的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与生产经验的窍门，最终升级到产业链高、利润空

间大的技术密集型环节中去，进一步提高湖南加工贸易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让其沿着产业链更高

的方向发展，逐步嵌入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改变湖南加工贸易产业链短的现状，促进加工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结构升级 

湖南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优化，目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较大，但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低附加值

特点十分明显。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优化湖南加工贸易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湖南加工贸易中的比例，

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一般国际上的产业升级都是按照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 劳动密集型再到高科技产业的规律进

行的。湖南加工贸易产业结构要成功实现升级，就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改变其现状，一方面要积极承接中国加工贸易发达的东部

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劳动成本低廉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和优惠政策吸引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另

一方面，鼓励湖南现有发展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电企业向附加值更高、科技含量更高的产业升级。 

（三）区域结构升级 

湖南加工贸易的区域结构升级是建立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带来的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进行

的。针对湖南加工贸易区域结构的具体情况，湖南加工贸易区域结构升级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层次：一是外部层次，即利用湖南

劳动力成本低、地理位置邻近广东的优势，积极承接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转移，郴州地区在这方面具

有天然优势。二是内部层次，即鼓励湖南加工贸易发展较好的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区的次级产业逐步转移到那些加工贸易不

发达，劳动力剩余严重的其他地区，将自身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四）主体结构升级 

湖南加工贸易经营主体一直是以外商投资企业占主导地位。外商投资企业掌握着湖南加工贸易的境外最终销售渠道，对湖

南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致使湖南的内资企业只能被动的顺应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商品的决策，对市场缺

乏影响力。湖南加工贸易的主体升级就是要使湖南加工贸易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逐步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内资企业广泛

参与的多极化方向发展，逐步降低湖南加工贸易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附，最终实现内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中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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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很多的加工贸易企业都是沿着从外资企业的一般供应商、单一贴牌生产到主要供应商再到合同制造商的发展路线，最

终凭借其在为外资企业加工产品时所学到的技术与经验，自主研发和创新创建自己的品牌。中国很多的成功企业的例子可以充

分说明，湖南的内资企业也可以借鉴成功企业的经验，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实力，实现自主创新和

自有品牌，逐步成为湖南加工贸易的强大主体。 

（五）培养产业集群 

湖南加工贸易产业集群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培养产业集群应成为湖南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产业集群的形成

不仅可以使企业的凭借外部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大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可以产生空间上的接近进一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

用，并容易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产业集群所产生的信息流通还能激励企业间的竞争与创新，促进知识与技术的扩散，最终增

强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在广东东莞的电子信息产品产业集群、浙江绍兴的纺织印染产业群等，虽然都处于产业链的最

低端环节，但是由于政府引导和企业紧扣国际产业链，逐渐实现了从制造优势到市场优势再到技术优势最终到产业集群优势的

转变。湖南产业集群的培养就要求政府与内资企业要根据自身企业的特点有意识地挑选那些具备产业基础与创新环境的地区发

展加工贸易产业集群。 

三、湖南加工贸易结构优化的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产业政策，严把引资质量关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湖南应立足于本省产业发展实际制定自己的加工贸易政策，体现湖南加工贸易长远发展战略和

目标。只有把加工贸易与湖南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加工贸易健康稳步地发展。既要利用高新技术产业

全球加速转移的契机大量引进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公司，又要立足于湖南省情，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的长

期发展，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不断升级。因此，政府对外资进入必须按产业评估制度严格审查，鼓

励省内增值高、产业链长、与一般贸易发展互补、能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企业进入湖南加工贸易领域，对附加值低、产业链短，

于湖南产业结构升级没有作用的企业进行限制甚至禁止进入。 

（二）鼓励省内企业技术创新，嵌入加工贸易全球产业链 

完全由外资主导，内资企业参与比例很小的加工贸易结构从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安全考虑肯定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应该

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在竞争中求发展。民营企业是最有生机的力量，

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就是很好的验证，因此应该提供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金融服务和鼓励科研开

发的政策，为他们创造环境。政府要鼓励省内企业在产业链升级中努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三）鼓励外资企业当地采购，延长加工贸易省内产业链 

成为外资企业供应商，与之形成链接关系是我省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因此应该想办法提高加工贸易的当地采购比

例。政府在创造和加强这种链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一个任务是通过提供产品需求信息库缩小外资企业和供应商之间

“信息缺口”；第二个任务是通过帮助供应商提升技术，提供科研合作动力，支持训练项目和提供长期贷款等方式缩小外资企

业和供应商之间“能力缺口”；第三个任务是完善出口退税、转厂加工及其他政策，精简手续，提高效率和服务意识，从行动

上鼓励和支持外资企业当地采购。政府也应该考虑这种链接的形成受区位经济和政治环境、法律框架、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可获

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的影响。 

（四）引导产业转移，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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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与广州等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利用地区导向的产业政策，实现东部产业向湖南转移，湖南发达地区产业向欠

发达地区转移，不仅有利于地区间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加工贸易根据各地资源优势合理布局。东部地区已经具备高新技术加工

贸易的发展条件，而湖南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在这里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湖南加工

贸易不应简单地重复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而应结合国内外新形势，选择前景好、有潜力、辐射性强的产业特别是资本／技术

密集型产业在省内相对发达地区发展，同时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省内加工贸易基础薄弱的地区发展。 

（五）加强开发园区建设，培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 

湖南要加强各类开发园区建设，明确产业定位，高效能的管理园区，使园区成为发展加工贸易的重要载体，大力促进配套

企业群、产业群的形成与集中，不断延伸产业及加工链，形成一个很好的加工贸易产业带。对于那些能够在加工贸易主导产品

上下游产业方面，对湖南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建设起龙头作用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在土地退税、管理手续方面给予便利和优惠，

进而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扩大销售影响，增加获利机会。通过加强对开发园区建设，为湖南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发展作

好准备，促进湖南加工贸易的结构跨越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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