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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口商品结构竞争力实证分析 

张建辉，李迎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经贸管理系，浙江温州 325006） 

【摘 要】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恶化了浙江的出口贸易环境，进一步使浙江出口商品的结构问

题显现出来。分析了后危机时代浙江出口的总体情况、浙江出口商品的结构及浙江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并对

如何优化浙江出口商品结构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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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受金融危机和外需萎缩的影响，浙江省出口同比下降 13.78%。进入 2010年，上半年浙江外贸出口增长 39.7%，呈

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出口环境伴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后危机时代，浙江出口的发展在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市场

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运行态势，因此研究浙江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浙江出口总体情况：出口额下跌幅度低于全国跌幅，出口市场占有率提升 

出口市场占有率是指一个地区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产品出口总额的百分比。出口市场占有率越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

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弱。2000—2009年浙江省出口市场占有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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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1990—2008 年，浙江省的出口总额由 21.89 亿美元扩大至 1542.67 亿美元，共计增长了 70 多倍。2008

年浙江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 10.78%，居全国各省出口排名前列。浙江出口总额逐年上升，同时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和占世界的比

重也是逐年增加，其中占全球出口比重由 0.063%增加至 0.978%，增长趋势明显，说明浙江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和全球

的增长速度，在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总体出口竞争力较强。 

二、浙江出口产品的结构分析：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稳步上升，出口商品结构转换率较全

国平均水平过低 

浙江出口总额的逐年的增长，得益于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所取得的成效。从浙江省的出口商品的结构上来

看，出口主要依赖于工业制成品、中间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工业制成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服装、纺织品等。面对着国际上

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的压力和国内生产材料、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对于浙江省经济发展和产品出口更是不利的，因此对于

出口产品的结构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competitiveindex，简称 TC），是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与该类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

该指数用来反映一国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状况。其公式为： 

TC=（Xi-Mi）/（Xi+Mi），其中 TC代表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Xi代表第 i种产品的出口值；Mi 代表第 i种产品的进口值，

TC值介于-1 与 1之间。TC值越接近于 1，表示该种产品在出口市场上越具有竞争优势；若越接近-1，则表明该商品的出口竞争

力越差。在 0.8～1的区间内，说明该产品具有很强竞争力；在 0.5～0.8的区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在 0～0.5的区间内，具

有强竞争力；在-0.5～0 的区间内，具有低竞争力；位于-0.8～-0.5 的区间内，具有较低竞争力；在-1～-0.8 的区间内，则是

很低竞争力。 

 

表 2、表 3 的结果得出，浙江省总体产品的竞争力指数在 0～0.5 区间，有增长的趋势，但不明显，表现出具有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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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商品种类分析，贸易竞争力的发展趋势差别很大。如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2001 年的具有强竞争力转为 2009 年的

低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下降明显。这与浙江省的生产加工业近十年来高速发展有关，生产加工业的高速发展引致对初级产

品的需求大增，需要进口大量的初级产品，使得初级产品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总体上看，浙江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劣

势明显。与此相反的是浙江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指数介于 0.4～0.5之间，表明浙江的工业制成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

机电产品近几年的 TC指数位于 0.5～0.8区间，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除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整体增长速度较快，浙江省

的机电产品于 2005 年首次取代轻纺产品成为浙江省外贸出口中的主导产品，占浙江省出口的比重于 2009 年达到 41.73%（见表

4）。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近几年增幅不大，曾一度在 2008 年 TC 指数下降，高新技术产品不容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出口

产品结构优化的调整方向，但是目前比重不高、占出口总比重过低，增长缓慢，且在 2007 年下降幅度大，在 2009 年占出口总

比重下降至 7.42%，只能说依然缺乏国际竞争力。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值比重逐年上升，由 2003年的占总出口比重 94.11%

稳步上升到 2009年的 96.47%（见表 4），工业制成品中具有 TC指数较高的产品种类有：纺织、医药品、钢铁或铜制标准紧固件、

轴承、合成有机染料、茶叶等，据此判断，浙江省已处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成熟阶段，同时反映出浙江省工业化战略的初步成

果和浙江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三、浙江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转换率是用来评价出口商品竞争力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出口商品结构的转换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口商

品潜在的竞争力和未来的竞争力发展趋势。本文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大小变化来表示自 2003

—2008年浙江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 

 

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浙江省的产业结调整和外贸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浙江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业的主要目的是获

得国际技术扩散和高技术产业分工的利益，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升级，保证外贸出口稳定增长和浙江

经济持续发展。而浙江省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偏低。

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由 2003年的 209553万美元增加至 2008年的 1371880万美元，年平均增长 45.6%，2009年受金融危

机的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降至 987404万美元。但浙江省外贸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过低，平均低于同期的全国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约 20个百分点，出口产品还是以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如轻工、服装等产品。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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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但这种转变仅仅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的一个趋势，

不能得出出口商品结构合理的结论。由于科技水平低下，浙江外贸出口商品种类较为集中，主要为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

电产品、服装纺织、家具等，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而彰显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尚未形成

气候，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浙江在出口贸易的发展上要保持一般贸易稳步增长，加快特色出口加工贸

易的发展，同时要注重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并重，推动浙江出口产品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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