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出口调整促浙江经济转型发展 

张 文 

(浙江省瑞安市经信局，浙江 温州 325200) 

【摘 要】浙江是民营经济的大省强省，也是外贸经济的大省强省。“十一五”期间，浙江外贸在全国外贸中的地

位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所以外贸的优化，必对经济的优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在对浙江出

口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就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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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浙江外贸快速发展，进出口贸易平均增速分别高出广东、江苏、上海 5.9、3.4、4.1 个百分点，外贸依

存度总体保持在 70%左右。2008、2009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 60%以上。对外贸易已成

为拉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浙江对外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的产业结构，所以，外贸结构的优化势必促进浙江

产业结构优化和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发展。本文试图从分析浙江出口结构着手，为浙江经济的转型发展作些探讨。 

一、浙江出口结构分析 

1.出口主要地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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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2007 年～2009 年，该六个国家或地区，占浙江出口的比重都在 70%以上。浙江对主要发达经济体欧美日

的出口占 50%以上，但近三年对欧美日出口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 年比 2007 年降了 1.4 个百分点，2009 年比 2008

年降了 0.2个百分点。近三年浙江对非洲、拉美、东南亚联盟的出口占比则呈逐年递增趋势。非洲从 2007年的 5.6%上升到 6.1%，

拉美从 2007年的 6.5%上升到 7.6%，东南亚联盟从 2007年的 5.5%上升到 6%。 

2.出口主要商品结构 

 

从表 2 可以看出，该六类商品出口，2007 年～2009 年分别占浙江出口商品的 87.6%、88.2%、87.4%。服装及衣着附件，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鞋类等主要轻纺织品近三年的出口比重在上升，而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近三年的出口比重在下降。

机电产品从 43.3%下降到 41.7%，高新技术产品从 7.9%下降到 7.4%。 

3.出口主要方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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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2007年～2009年，加工贸易占浙江出口仅 1/5左右，且比重在下降，从 2007 年的 21.3%逐年下降为 2008

年的 20%和 2009年的 18.6%。而一般贸易的比重却在上升，分别从 2007年的 77.4%上升为 2008 年的 79%和 2009年的 80.2%。从

加工贸易结构看，进料加工占绝对大头，来料加工比重较低，占比均不到 2%。 

4.出口总值结构 

 

从表 4可以看出，浙江出口主要是工业制成品，2007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 96.3%，且 2008年、2009年占比分别逐年进一步

增加 0.1个百分点。与此相一致，初级产品的出口则由 2007年的 3.7%进一步下降为 2008年的 3.6%和 2009年的 3.5%。 

二、从出口结构看浙江产业发展问题 

1.国际市场拓展不平衡，对发达经济体贸易过于依赖 

近年来，浙江对欧美日的出口占 50%以上，而对非洲、拉美、东南亚联盟的出口占比则不到 20%，市场过于集中，一旦产生

贸易摩擦或经济危机，对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会比较大。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种情况。 

2.产业转型发展有待加快，结构还没根本优化 

近年来，浙江具有较高技术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在下降，而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

线、织物及制品、鞋类等主要轻纺织品的出口比重却在上升，这种高技术附加值商品出口增长能力弱于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现象，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产业转型发展的速度还需加快，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3.加工贸易发展缺乏优势，外资的合理利用还应加强 

浙江的加工贸易比重，不仅落后于广东与江苏，而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工贸易涉及的行业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

电子、专用设备等高技术产品和中高档日用消费品。加工贸易，尤其是来料加工贸易，经营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发

展的滞后，反映了浙江利用外资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4.资源比较匮乏，产业转型发展压力较大 

浙江初级品出口比重一直比较低，近三年，浙江初级品出口比重为 3.5%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2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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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浙江是资源小省，资源性商品出口比重很低，而且浙江省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外地资源。这就决定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更需要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更要注重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因此，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市场要求更为迫切，压力也更大。 

三、优化出口结构促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建议 

1.发展现代出口加工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要积极吸引外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鼓励和扶持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鼓

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利用外资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二

要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加工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使浙江的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额比重实现较

大幅度的提高。三要提高加工贸易的深度与精度，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条，提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四要提高加工贸易与

省内产业的关联度，充分重视加工贸易与省内产业政策的结合，优先发展产业带动强和对产业链有提升作用的加工贸易，促进

产业结构的升级。 

2.调整外贸出口格局，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一要巩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按照发达市场的需求提高出口产品品牌与技术附加值，同时要不断扩大与发达国家技术

和先进设备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二要提高对拉美、非洲、东盟各国的出口比重，充分利用这些地区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条

件，扩大资本品出口，带动省内企业转型。三要扩大对俄罗斯、东欧等国家日用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出口，同时要增加与这

些国家的资源和重化工业技术的贸易，促进我国外贸市场格局的多元化，并以此带动产业技术升级。 

3.优化一般贸易出口结构，促进产业集约发展 

一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一般贸易资本品的出口比重，适度降低日用消费品出口比重和机

电产品加工贸易比重。二要提高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通过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扶持发展，“十二五”期间逐步把

高新技术产品培育成浙江的主打出口商品。三要降低塑料制品、轻纺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引导资源消耗型产业

梯度转移，推动浙江产业集约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