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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湖南利用其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

，积极主动承接沿海产业战略转移，推进湖南进出口贸易转移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发展不稳定、结构不合理、区域不协调、产业不配套、附加值低等

现实问题，为此，应采取相应对策来加快湖南加工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加工贸易对

湖南经济、税收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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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是指一个地区通过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等，利用本地区生产能力和技术，加工

成制成品后再出口，以获得外汇来体现其产品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加工贸易按照所承接业务特点不同

，主要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业务）两大类。近几年来，湖南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把握机遇，有效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大力推进湖南加快贸易转型升级和促进湖南经

济结构调整，是一项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充分凋研湖南加工贸易发展基本情况基础上，分析

了湖南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湖南加工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湖南利用其土地、劳动力、地理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加工贸易

产业转移.使湖南加工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加工贸易总额呈现波动增长

近年来，湖南加工贸易企业抢抓机遇不断发展壮大，加工贸易总额从 2009 年 44.81 亿元增至 2015

年的近 660 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在 50%以上。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 2010 年和 2012 年.增速均超过

了 100%。2011 年湖南加工贸易受国际需求放缓，国内成本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等因素影响.

增速有所下滑（当年增速是 38.22%)。2013 年以来，湖南加丁.贸易总体平稳增长，电子信息企业表现

较为抢眼，如蓝思科技、富泰宏等企业成为当前新的增长点。2014 年湖南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535.5

亿元，增长了 12.9%，占全省外贸进出 U 总额的比重为 28.1%。2015 年，湖南加丁.贸易进出口额 99.5

亿美元.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33.8%。



1.2 加工贸易主体和方式不断优化

从加丁贸易主体来看.湖南加工贸易主体主要是外资和民营。外资投资主体的加工贸易额占全省加

工贸易总额的 70%左右，但近儿年有所下降，2011 年外资投资主体最高，占比达 96.81%。2013 年以来

，民营加工贸易主体不断发展壮大，H 前已基本与外资企业持平，两者加工贸易额总额占到了全咨加工

贸易总额的 99.98%，相比而言，国有企业贡献的加工贸易额所 A 的比重非常小。从加工贸易方式来看

，湖南原有的外贸加工企业主要是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类型。但自 2011 年以来，加工方式也逐步

多样化，以 2013 年为例，进料加工 89 户，占比 26.02%，来料加工 19 户，占比 5.56%，其他经营方式

高达达到 223 户，所占比重达 65%。

1.3 加工贸易企业税收超常增长

近年来，湖南加工贸易企业贡献的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大

幅度上升，均高于全柝税收收人平均增速，增速 M 快的 2010 年比上年增长了 65 倍，2011 年增速达

45.13%,高出全楫税收增速 20.2 个百分点，2013 年增速 13.85%，仍高出全省同期径税收收入增速 1.49

个百分点。同时.湖南加工贸易企业税收占湖南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

2 湖南加工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发展不稳定，影响力不强

近年来，湖南加强贸易不断壮大，加工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一般贸易进出口

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从 2009 年的 0.17%升至 2015 年的 33.8%。但从加工贸易额的增民速度来看，

其波动性较大，且与全省 GDP 发展不相协调，这说明湖南加工贸易企业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受经

济环境及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哲未形成较为稳健的发展条件。从近几年湖南加工贸易企业户数来看.

除 2009 年至 2010 年间.加工贸易企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外.2011、2012、2013 年湖南加 T 贸易企业始

终徘徊在 300 家左右，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相距甚远，甚至落后于中部地区其他铒份.说明湖南加工

贸易企业并未形成规模.湖南企业对加工贸易的参与度明显不足。现阶段，湖南加工贸易主要依靠龙头

企业支撑，缺乏配套企业，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链不完整的局面，增加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运营成本

。

2.2 结构不优，缺乏市场竞争力

从湖南加工贸易的加丁.方式来看，能提高加 I.附加值的进料加工方式不多，湖南加工贸易企业主

要是以代加工为主，自创品牌很少，与湖南产业的关联度也很小，尚处于低级加工贸易阶段。从加工

贸易产品看，湖南加工贸易主要是电子、服装、印染、农副产品、矿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缺

乏高技术含最、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尽管近几年来，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加 T-贸易逐

渐成为拉动湖南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但产品单一，生产能力不足，缺乏高端研发能力和创新成



果，仍处于简单加 T，阶段，仅获得低廉的加工费用，没有真正实现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同时，湖

南加丁-贸易缺乏主导产业.更没有形成与之配套的产业集群。比如飞利浦曙光算是湖南加工贸易的龙

头企业，但在湖南木土能为其提供产品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很少。如果一个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缺乏与

之配套的相关产业，这样的加工贸易企业只能算作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

极为有限。

2.3 发展不平衡，经济辐射力不强

湖南加工贸易区域发展明敁不平衡。从加工企业分布看，湖南加工贸易企业主要集中在长沙市，

2009 年一 2013 年，长沙外贸加工企业占全省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从加丁.贸易额分布来看，2013 年

长沙、湘潭、郴州 3 市加工贸易出口额达 268.25 亿元，占湖南加丁.贸易出口额的 84.27%，对湖南加

工贸易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长沙以其省会的优势占绝对主导地位，其加工贸易额占全省

加丁贸易额的 55.51%.超过了一半。可以说湖南加工贸易的发展是不平衡，在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的湘西地区，由于资金、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这一方面进一步

拉大湖南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湖南加工贸易发展的后劲。

2.4 激励不配套，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

湖南加工贸易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措施不多，且政策缺

乏稳定性和连续性，造成一共加工贸易企业无所适从。有些政策措施，比如深加工结转、出 U 退税等

，已无法适应加工贸易发展的需求，可以说制度和政策都是滞后于加工贸易发展的。湖南属于内陆省

份.从水域来看，仅有长江与沿海相通，陆路也要隔省与沿海相接，再加上湖南物流产业发展相对较慢

，与沿海省份相比，运输成本所造成的价格劣势是影响湖南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发

展加工贸易经济必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而近些年来，由于产业配套能力不强，湖南对船舶码头、集

装箱装卸机械、车站等投人不大，也影响了湖南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3 加快湖南加工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发展环境

政府各职能部门要形成共识，充分认识到湖南发展加工贸易，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意义，用足用

活各项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湖南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壮大。一是建立引进先进技术机制，从政策上鼓

励加工贸易 t 业引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实现自我发展;二是建立支持加工贸易发展的服

务体系，强化部门扶持意识，优化加工贸易投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物流配送渠道，降低

运输成本，为承接转移提供良好的配套条件;提升其产业价值链.推动加工贸易区域协调发展；三是通

过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建立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大贸易的金融支撑体系；四是要加大财政、税务、

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建立激励机制，优化发展环境，做大做强加丁.贸易经济，促进湖南加工贸易跨

越发展。



3.2 加大产业承接力度，完善产业链条

湖南应充分发挥连接沿海经济强省的地理优势，积极主动承接加工贸易配套产业转移。一是要大

力引进与湖南机械装备、钢铁、有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相关的配套企业。二是要积极

发挥湖南两部地区以及各州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传统装配业和传统加工业与沿海

经济的有效承接，优化湖南加工贸易产业布局。三是要提高现有加工贸易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

力和营销能力，从代加工向代设计直到自创品牌发展，完涛产业链条，提高加丁贸易产品附加值，重

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环保沏高新技术产业；四是要完善物流配送和做好产品的

国际营销。

3.3 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壮大加工贸易规模

湖南要以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为主要载体.找准区域特色

，发挥各地的特色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强化省内区域合作，大力发展吸引外资、鼓励民资、政府支

持的互补性加工贸易经济，形成一批有特色、有规模、有品牌的区域产业群。一是要进行合理布局。

长株潭地区主要侧重承接和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积极吸引研发、营销、服务等环

节的转移。湖南其他地区则主要侧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加工贸易，比如，湘南地区、湘两

地区主要承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岳阳等湘北地区则主要承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资本密集型产业，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加大与港澳台地区的产业发展合作力度，加快形成

布局合理、比较优势明显、区域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发展新格局。二是要加强合作。要加强与沿海地

区加工贸易项目的合作，逐渐将沿海区域的加工贸易项目转移到湖南境内，形成一批区域联动的新加

工贸易项目，逐步优化湖南加工贸易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区域布局，形成湖南各区域的加工贸易相互联

动、百花齐放、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4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

一是要加大加工贸易的科技投入力度，加强科技创新，积极培育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在引进技

术和加强科技创新的同时.积极培养和壮大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研和管理水平，这样才能承接一些加

工难度较大的贸易，提高加工贸易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二是要把出口加工区作为加工贸易技术升级的

新基地.做好基地企业的引进和配套，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区域，高质量地聚集一批企业，重点引进资

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 IT 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