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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对外开放的基本评价及政策建议 

刘晓玲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湖南湘潭411100） 

【摘 要】对外开放度是衡量一区域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对全国各省市的开放度进行测定并比较

分析后发现，入世以来，湖南省对外开放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情况不容乐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湖南要以结构调整为核心，推动湖南对外商品和服务

贸易迅速发展；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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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南省对外开放发展态势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在全国各地区开放的示范作用下，湖南省也充分认识到扩大开放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的引擎作用，并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制定一系列促进外向型经济的政策措施，使得全省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

提高。但与东部各发达省份，甚至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尚未形成。 

（一）纵向看：湖南省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1． 从进出口情况看。湖南省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日益上升。湖南省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27.58亿美元增长到

了2008年的125.7亿美元，增长4.6倍，年平均增长达15%，其中出口总额由2001年的17.54亿美元攀升至2008年的84.1亿美元，

年均增长15.57%；进口总额由10.04亿美元上升至41.6亿美元，年均增长14.18%。入世以来，湖南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呈现上

升趋势。2001年，湖南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贸易依存度）为5.73%，而到了2008年达到了7.7%。 

2． 从吸引外资看。招商引资规模扩大，外资进入渠道逐步拓宽。2001年，湖南省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1亿美元，占全

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98%； 到2008 年分别提高到40.05 亿美元和4.33%。同时，外资来源呈多元化趋势，利用外

资的质量迅速提高，一批跨国公司进入湖南地区投资。截至2008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3家在湘落户。全省实际引进境内省

外资金1230.17亿元，到位资金5000万元以上项目547个，到位资金超亿元以上项目180个。 

3． 从对外经济合作看。合作步伐进一步加快，合作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过去，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直

接投资虽然是湖南省的弱项，但近年来发展较快。2008年，湖南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10.5亿美元，对外直接

投资超过2亿美元，在全国居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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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比：对外开放水平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1． 从进出口总额比。湖南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对经济拉动力弱。2008年湖南省进出口总额、出口

总额、进口总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0.49%、0.59%和0.37%， 分别比2001 年下降0.05、0.07和0.04个百分点。湖南省的进出口总

额仅为山东的7.96%、江苏的3.17%、广东的1.86%。外贸密度（人均进出口额）差距扩大。从2001年～2008年，湖南省人均进出

口额2001年是41.8美元，全国是399.3美元，相差357.5美元；而到2008年，人均进出口额湖南为183.6美元，全国为1928.9美元，

差距扩大为1745.3美元。这表明在进出口方面湖南与全国的差距巨大，而且还在扩大。 

2． 从贸易依存度比。贸易依存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明显不足。2008年，我国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

进口依存度分别为58.22%、32.47%和25.75%，而湖南省的三项指标值分别为7.7%、5.12%和2.55%，与全国的差距很大，说明湖

南省外向型经济总体偏小，对外开放水平远远不够。 

3． 从外资利用情况比。利用外资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对经济发展贡献不足。2008年湖南省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

总额的4.33%，与东部省份差距很大，湖南省直接使用外资总额仅为山东的48.8%、江苏的15.9%、广东的20.9%。平均利用外资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和东部多数省份的水平。 

可见，尽管湖南省的对外开放工作有较快的发展，但仍然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相对于东部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

来讲，湖南仍是一个相对封闭、有待于开发的省份。 

二、湖南省对外开放测度及区域比较 

一般来说，提及对外开放，大多是指国际开放，其相关指标也是用以测算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或对世

界经济的依存状况。研究者一般是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角度研究经济开放程度，依次考察一个经济体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

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也有的从经济自由化、全球化角度衡量一国的开放程度。经济开放程度的度量是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主要有两种度量方法，即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造法，指标体系法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测算多数采用综合指标法。选取度量开放度的各个分指标，再赋予各个

分指标以权重，且大多数学者采用主观赋权法来给各个分指标权重赋予一个确定不变的值；部分学者采用聚类分析法、判别分

析法和客观赋权法来给各个分指标赋予一个权重。 

区域对外开放度是区域经济学、开放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在区域开放度测度指标体系

的选择及指标权重的确定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难点和有待深入探讨的地方。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对湖南省的对外

开放度进行了测定，并与全国其他省市进行比较分析。 

（一）对外开放度的涵义及测度方法 

作为地方性行政单元，国内省市单元与国家相比，在对外政策制定上缺乏充分的自主权、尤其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上受到更

大的约束，所以本文主要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来考虑。随着我国各省市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国际劳务合作、

涉外旅游、利用外商投资已成了其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可将区域开放度的测度指标体系设计为： 

1． 贸易对外开放程度 

对外贸易分为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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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品贸易，主要选取商品出口依存度(I1)和商品进口依存度（I2），即商品出口额、进口额占当期区域GDP的比重。 

我国对外服务主要以劳务输出、国际旅游为主。由于区域国际服务贸易的数据难以采集，因此采用某一区域涉外旅游收入、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区域GDP的比重来反映其服务贸易开放程度（I3、I4）。 

2． 投资对外开放程度 

外资依存度是指某年该国或该地区所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占同期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对

外开放程度。我们选取外资依存度I5(I5=实际利用外资额÷区域GDP)，反映一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通过资金的流动与世界经济

相关联的程度。这里，实际利用外资额包括了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 

根据所确定的指标，我们可以建立测度一个省(区、直辖市)对外开放度的数学模型，按照各指标在反映地区经济融入国际

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分别决定I1、I2、I3、I4、I5，权数为0.25、0.25、0.10、0.10、0.30，对外开放度K=0.25×I1+0.25×I2+0.10

×I3+0.10×I4+0.30×I5。该比率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其值越高，开放程度越高。 

（二）对外开放度比较分析 

我们以2008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及2008年各省市统计公报数据，对各省市区对外开放度进行测定,测度结果如下： 

1． 总体而言，目前全国三大地带间、地带内及各省区间的对外开放程度显著差异。 

首先是三大地带间差异突出，全国对外开放度的地带间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带和中西部地带两极分化的格局，由东部沿

海地带向中西部内陆梯度递减。2008年，东部12省市平均对外开放度为0.21，是同期中部地带的6.17倍，西部地带的5.83倍。 

其次是各地带内省区间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带内省区间差异悬殊，2008年东部地带开放度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吉林相差41个

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带内部而言，2008年级差分别为2和8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带相比，较为均衡。 

第三是各省市区间的差异，2008年对外开放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京、沪、粤、苏、津、浙6省市，其他省区均较低，

最低的青海对外开放度仅0.017，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3个百分点。 

2． 就湖南省而言，无论在全国还是中部地区，开放度均居于下游水平，排名靠后。 

首先从对外贸易来看，作为GDP超过亿元的13个省市之一，湖南省的商品对外贸易额是最小，进出口依存度也是倒数第二。

湖南省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对外设计咨询营业额居全国17位，虽高于西部省份，但是不如东部省份；在中部6省中排

第四，仅高于江西、山西。而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来看，湖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8年涉外旅游收入达到了6.17亿美元，旅

游开放度排在中部第一位。 

其次从利用外资来看，2008年湖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在全国排名第15位，外资依存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之，湖南省经济基本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辅，经济对外开放度很低。 

三、提高湖南省对外开放水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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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结构调整为核心，推动湖南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首先，增加“绿色”产品和制成品出口份额。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要以湖南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按

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进一步突破“绿色壁垒”，扩大优质农产品出口。实施和深化“出口替代”战略，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

口。通过发展制造业，用制成品的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深加工产品出口替代初加工产品出口。其次，要调整贸易方式结

构，把加工贸易作为发展外贸的突破口。在高起点上，通过外商投资企业、依托高新开发区发展湖南的加工贸易。总之，在产

品结构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为重点；在加工贸易方式上，以加工装配为基础。再次，要理顺贸易主体结

构，提高非国企在贸易主体中的地位。在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在外贸经营主体中的地位的同时，大力扶持外向型集体和私营企业

的发展。最后，加快发展湖南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省发展服务贸易大有可为。一是要创造条

件，抢先在电信、金融、保险、旅游、会计、医疗卫生等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并以此推进湖南省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二是要

认真做好旅游业发展的文章。 

2. 以提高质量为重点，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首先，要打造对优势外资具有吸引力的良好投资环境。招商引资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环境的竞争。投资环境一般

来说包括政策法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管理服务环境等软环境，以及物质基础环境等硬环境。对于湖南而言，一是要增强政

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营造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环境；二是要提高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外商提供一个

优良的管理服务环境；三是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营造一个理想的投资硬环境。其次，要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科学选择

招商引资项目。选择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引资项目，根据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对外资需求的特点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结构；重

视大项目的开发和产业链招商，形成利用外资中的规模效应和龙头效应，同时明确把大型跨国公司作为湖南招商引资的重点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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