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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 60年中国对外贸易述评
) ) ) 基于可持续贸易发展视角的分析

傅钧文

  内容提要  建国 60年以来,我国外贸历经起伏,终于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同时,

我国外贸结构也从原来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为我国经济结构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

献。然而,受世界市场容量和全球环境、资源的制约,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各国的共识,并正

在成为引导中国从外贸大国走向外贸强国的指导思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外贸还将面临诸

多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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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在建国以来的 60年里跌宕起伏,部分原

因在于在这期间我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这期间,对外贸易是几乎唯一能够反映我国对外经济

关系的指标。 60年来, 我国的外贸从微不足道到成为

贸易大国,从稚嫩走向成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

国外贸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受各国市场容

量和全球环境、资源的制约,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正在成

为各国的共识,而金融危机中全球外贸萎缩则对我国外

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建国 60年对外贸易的成就

1.外贸总量:跌宕起伏中造就贸易大国

建国之初的 195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 11. 3亿

美元,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在世界上已成长为一

个贸易大国。 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22072. 7亿

美元¹ ,比 1950年增长 1953. 3倍。据国家信息中心宏

观政策动向课题组依据截至 2009年 11月底数据的预

测, 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达 23146亿美元º , 届时

1950~ 2010年 60年的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率将达

13. 6% (表 1)。

  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历史性

表 1 建国 60年部分年份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950 11. 3 5. 5 5. 8

1960 38. 1 18. 6 19. 5

1970 45. 9 22. 6 23. 3

1980 381. 4 181. 2 200. 2

1990 1154. 4 620. 9 533. 5

2000 4742. 9 2492. 0 2250. 9

2010 23146. 0 12493. 0 10653. 0

资料来源: 1950~ 1970年数据采用外贸部门数据,见 5中国统计年

鉴 19836; 1980~ 2000年数据采用海关数据,见 5中国统计年鉴 6

各年版; 2010年数据采用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预测

数据,见 5中国证券报 6, 2009年 12月 22日, A24版。

转变。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摧毁了西方列强在华经

济特权,宣告了旧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百年屈辱史的结

束,确立了独立的对外经济贸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

中国外贸的起步以及随后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严峻的

#3#

¹

º

陶永: 5中国外贸加速复苏6, 载5国际商报6, 2010201211。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载 5中国证券报6, 200921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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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和领导人治国经验的不足,使新中国外贸发展

多次出现波折。西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对中国

实行 /封锁 0和 /禁运 0, /禁运 0的国家至 1953年达到

45个¹。在国内, 1958年外贸主管部门提出 /大进大

出 0的口号,盲目地超越国力扩大进出口。但 1960年对

外贸易在两年高速增长后迅速倒退到 1954年的水平,

新中国外贸遭遇首次挫折。在外贸刚刚复苏后, 1967~

1969年外贸又连续三年负增长,史无前例的 /文革 0使

新中国外贸再次遭遇重挫 º。

第二次是 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

针,并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生

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外贸易也开始出现持续增长。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的地域又向纵深推进,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据笔者计

算,改革开放以来 ( 1978~ 2009年 )外贸年均增长率达

16. 3%, 大大超过此前 1950~ 1977年年均 10%的增

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贸

易整体的增长水平,因此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

提高,贸易排名稳步提升。 1978年我国外贸在世界贸

易中的排位为第 27位,到 2008年这一排名上升至第 3

位,其中出口上升至第 2位。 2009年我国出口超过德

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

2.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优化显著

建国初期, 我国出口商品的 80% 以上是初级产

品 ¼ ,这反映了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水平。直到

改革开放初期的 80年代初,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特点

是工业制成品所占份额虽然缓慢上升,但初级产品出口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在 50%以上。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出口商品构成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自 1983年我国已实现了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

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至 2008年,我国出口商品

构成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上升到 94. 5%。

图 1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 )

资料来源:根据 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6 (后改为 5中国商务年

鉴 6 )各年版数据整理绘制。

  进口商品结构反映一国在资源、要素配置、技术等

方面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上世纪 50年代至 70

年代,进口商品一直以生产资料为主,而原材料又占生

产资料的很大比重。 80年代以来,进口商品以工业制

成品为主½。两个时期的进口不仅分类不同,而且进口

的动因也不完全相同。在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

大量进口生产资料的原因是我国工业化起步晚,生产力

水平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需的物资、技术和设备严

重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而 80年代以来大量进口工

业制成品的重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开始参与我国的加工

贸易,导致大量进口加工贸易所需设备和中间产品。

3.外贸政策:逐步走向成熟

( 1)在外贸指导思想方面, 从把对外贸易看成是社

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局限于互通有无和调剂

余缺,到把对外贸易地位提高到事关中国现代化大业成

败的高度,同时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

的基础。

( 2)在外贸法制方面,从建国后长期仅由少数 /暂

行条例 0和 /实施办法 0等组成的法规 ( 1979年以前 ) ,

到根据改革开放的进程制定包括我国首部 5对外贸易

法 6在内的一大批外贸法规,使中国外贸体制向国际规

范靠拢 ( 1979~ 2001年 ) ,又到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对

以前外贸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清理 ( 2001~ 2003年 ) ,再

到新版 5对外贸易法 6的诞生,符合WTO规则的统一规

范的外贸体制基本建立 ( 2004年 )。

( 3)在外贸管理方面,从通过运用高度集中的指令

性计划管理实行贸易管制,到运用价格、汇率、关税、利

率、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进出口许可证、行业

协会协调、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WTO允许的贸易救济

措施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等多种手段调控对

外贸易。

( 4)在外贸伙伴方面, 从建国初期对苏 /一边倒 0,

到 /文革 0时期以欧洲、日本和香港地区为主,再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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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商报6编辑部: 5百年打造贸易大国6, 5国际商报6, 20002122

26。

国际商报6编辑部: 5百年打造贸易大国6, 5国际商报6, 200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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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石广生: 5对外开放 20年 6, 载 5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99/

20006, 第 24页, 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9。

在 1980年以前,我国将进口商品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

类,在此以后按照国际通行的5国际贸易标准分类6 (简称 S ITC), 将进口商

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前者着眼于商品的用途, 后者着眼

于商品的加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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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遍布全世界,市场多元化基本实现。

( 5)在外贸主体方面,从国家垄断外贸由国营外贸

公司集中统一经营 ( 1979年以前 ), 到对国营外贸公司

实施包括下放外贸经营权、先实施后逐步取消外贸承包

制的改革 ( 1979~ 2001年 ),又到实施外贸企业授权审

批制 ( 1995~ 2003年 )再到打破所有制界限, 向所有在

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放开外贸经营权 ( 2004年 ), 形成

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 6)在处理进口与国内产业保护的关系方面,从片

面理解独立自主,不参与国际分工,到盲目引进、重复引

进和对经济全球化的崇拜,再到注重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注重在扩大开放中防范外部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

安全。

( 7)在出口方面,从鼓励出口,到在实际中形成 /出

口至上 0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摩擦增加,资源环境

遭遇破坏,再到提出 /负责任的贸易大国 0和 /关注对方

正当关切 0。

( 8)在与国际经贸组织与机构的关系上,从不与国

际组织发生关系,到被动接受其影响, 再到主动参与并

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

4.外贸发展战略:与时俱进

就一国采取的外贸政策和相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而言,一般分为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

战略。建国以来我国并没有正式官方文件明确我国外

贸实施何种外贸 - 工业化战略,但一般认为在改革开放

政策实施前的 30年间,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

型发展战略,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进口

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¹ ,但从外贸政策手

段的多样化以及外贸绩效来看,出口导向战略的倾向似

乎更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对外开放总战略中的外贸子战

略,我国先后实施了 4项战略,即针对我国进出口市场

集中度较高的情况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 ( 1990年 )、

针对我国出口商品质量不高和竞争力较弱的情况实施

的以质取胜战略 ( 1991年 )、为打破外贸领域的垄断,鼓

励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实现外经贸经

营主体多元化,促进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对外工程承

包、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投资等各项外经贸业务相互渗

透而实施的大经贸战略 ( 1994年 )、为贯彻科教兴国战

略和适应高科技发展的新形势而实施的科技兴贸战略

( 1999年 )。

尽管这四大战略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总体目的都

是要提高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我

国外贸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些战略的目标以及所

涉及的具体措施来看, 均局限于出口领域,进口方面的

措施基本被忽略。

二、从可持续发展看中国

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还远远不是一个

贸易强国。对外贸易在取得上述辉煌的同时,依然存在

着诸如商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较

弱、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依然处于被动地位等问题。 2009

年我国外贸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贸总值比上一年同期

下降 13. 9%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高速增长的态势受到

遏制,这说明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同时遭遇的外部风险

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受各国市场容量和全球环境、

资源的制约,国际社会要求各国对外贸易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的呼声越来越高。总而言之,我国外贸整体可持续

发展能力还不足。

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执政党汲取马克思关于人的全

面发展理论以及现代发展经济学中可持续发展理论的

精髓,提出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观º。利用可持续发展原理同样可以分析现阶段中国

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构成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学领域的 /可持续发

展 0 ( sustainab le development)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对外贸

易领域的延伸与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指一国

或一个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与其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发

展、社会效益、人类未来等方方面面密切相关的一种持

久、延续不断的发展。具体讲就是在遵循对外贸易发展

固有规律的基础上,完善对外贸易体制,健全对外贸易

运行机制,在保证对外贸易额增长的同时提高对外贸易

综合效益,合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对外贸易的资源,保

证对外贸易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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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斌将中国外贸战略分为 /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0 ( 1979

年前 )、/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战略0 ( 1980~ 1983年 )、/以出口促进抵

消进口替代战略0 ( 1984~ 1990年 )、/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战略0

( 1991~ 1993年 )、/贸易自由化战略0 ( 1994年以后 ) ,参见盛斌: 5中国对

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6, 169- 191页,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北

京,人民出版社 , 2006;胡锦涛: 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6,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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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增强对外贸易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追求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转变对外贸

易的增长方式,从注重对外贸易的数量增长到更注重对

外贸易质的提升,具体而言涉及以下几个部分: ¹ 外贸

结构优化,包括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经营

主体结构、贸易伙伴结构; º 对外贸易综合效益的提高,

既包括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的增大,也包括与当

地环境的协调发展; » 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处于递增状

态; ¼ 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具有较强风险意识及风险防范

能力。

当然,追求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意味着排斥

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对外贸易总量的增长依然是衡量

一国或一个地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更重视的是外贸总量的稳定增

长和适度增长,而不是超常增长和无节制增长。从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对外贸易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之

间,量的增长是次要目标,而质的提升才是首要目标。

2.我国外贸质的提升面临的四个挑战

( 1)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单纯依

靠数量扩张的增长道路,实施的是 /高投入、高消耗、高

污染、低收益 0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这种增长方式所带

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资源利

用率较低,甚至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在当前,各

地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刺激外贸发展的措施对资

源环境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例如,我国是皮鞋及皮革制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每年进口大量生皮作为原料。生皮加工是一个复杂的

物理化学过程,加工过程中涉及到上百种化学品, 排放

的废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环境污染相当严重。 2007

年以来,国家为了限制 /两高一资 0 (高耗能、高污染、资

源型 )产品出口,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如 2007年 12月和 2008年 4月两次新增

加工贸易禁止目录,生皮加工贸易企业也被列入了 /两

高一资 0的黑名单。但 2008年下半年起,一些地方政府

为应对危机,不惜通过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等

手段来招商引资, 导致 /两高一资 0企业卷土重来。例

如,重新允许企业从事生皮加工贸易业务,重新批准铜

冶炼企业有限制地恢复加工贸易出口电解铜等 ¹。

由此可见,我国要改变目前的外贸粗放型增长方式

将经历一个漫长和反复的过程。

( 2)外贸商品品牌竞争力有待提高

产品品牌是企业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品牌战略是

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市场上,只有那些

在设计、工艺、质量、服务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消费者认可

的品牌才会有高知名度、高信誉度以及高市场占有率而

成为名牌。

在我国外贸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出口增长质量不

高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

自主品牌建设薄弱。一些企业虽然开始出口自主品牌

商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附加值仍然偏

低,品牌仅仅体现为一个商标。在 2008年度世界品牌

500强中,美国有 243个,法国有 47个,日本有 42个,而

我国只有 15个,是典型的 /制造大国、品牌小国 0º。

( 3)国内企业高技术产品供应成瓶颈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外贸可持续方面最本质

的区别是技术创新在对外贸易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差距,

其背后是各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外贸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

关键所在。

近十几年来,我国外贸实现了从依靠纺织服装产品

向机电、高技术产品的重大转变, 2009年机电产品出口

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 59. 3%

和 31. 4%,比上一年提高了 1. 7和 2. 3个百分点»。然

而,在现行外贸商品分类制度下,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

比重和高技术产品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我国外贸竞

争力的增强。如表 2所示,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基本

上源自三资企业,而国有企业在五个高技术产业领域

中,仅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大于三

资企业,在其余四个产业中,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均小于

三资企业。尤其是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

器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国

有企业的出口处于绝对劣势。如果进一步看技术含量

更高的专利贸易,而不是所谓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那么

我国技术贸易竞争力之低下便一览无余。根据 52008

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6,我国在这一年向国外支付专

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共计 103. 2亿美元,而收取的该经费

仅 5. 7亿美元,两者相差 18. 1倍。而在 2009年上半

年,我国向国外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共计 46. 2

亿美元,而收取的该经费仅 1. 8亿美元,两者差距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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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识全: 5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之铜铝锌解读6, 载 5期

货日报6, 2009205215。

世界 品 牌 实 验 室 网 站 http: / /brand. icxo. com / summ it/

2008world500 / top500_1. htm.

高技术产品分类与机电产品分类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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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国有企业与三资企业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比重 单位: %

1995年

A B

2000年

A B

2005年

A B

2007年

A B

医药制造业 56. 8 15. 2 49. 4 21. 4 27. 3 27. 0 21. 5 33. 1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88. 8 11. 2 80. 1 19. 9 61. 3 38. 7 61. 7 38. 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8. 2 82. 4 10. 1 89. 0 9. 1 90. 9 4. 2 88. 8

电子计算器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 0 92. 6 7. 5 92. 7 3. 2 93. 6 0. 4 99. 0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26. 0 38. 8 15. 3 63. 1 5. 2 81. 5 6. 8 73. 3

高技术产业合计 14. 2 73. 8 18. 2 78. 3 8. 6 86. 4 3. 4 91. 1

注: A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重, B为三资企业比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5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6各年版的原始数据计算。

步扩大到 25. 6倍¹。

  出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出口依赖外资企业并不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为这种技术贸易模式不会给东

道国带来技术跨越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大部分外资

企业背后有跨国公司的影子,而跨国公司并不是无国籍

公司。跨国公司迄今对华投资大都属于低层次技术,而

核心技术一般放在母国。这些以当地加工组装为目的

的跨国公司当地子公司一旦遇到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恶

化,容易采取撤资行为。

( 4)外贸企业盈利模式单一

企业被喻为经济活动的细胞,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微观基础,对外贸易实现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离不开外

贸企业的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发展环境过于宽松,

外贸企业基本上采取的是被动式的按单生产。外贸企

业一般只要具有参展的资金加传真机和电脑就可以接

单做生意,只要客户是比较优质的客户,信用有保证,企

业出了货就可以拿到货款。外销的经营模式可以概括

为接单、采购或组织生产、出货、收款。在这种情况下,

外贸企业的工作重心就是按照不同海外客户的不同要

求采购或组织生产,而外贸企业既没有自己的产品系

列,也没有自己的品牌。

外贸企业的这一经营模式造成的结果就是外贸企

业只注重数量扩张,过于依赖商品的低成本优势, 过于

依赖国外客户提供的单一营销渠道,忽视更重要的基本

运营系统的建立、品牌和网络的构建以及差异定位的创

建,缺少针对国内市场的自己的核心业务模式,缺少对

国内市场渠道和竞争形态、消费形态的基本了解, 内部

经营管理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节奏,以至于在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后国际市场急剧萎缩的时候,外贸企业不能及时

调整经营方向,拓展国内市场的业务, 最终导致外贸内

贸相互脱离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

三、/第一出口大国 0以后的中国

对外贸易发展方向

6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今

天,我国出口已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站在了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将长期处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阶段,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

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经济增长要求投资、

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协调拉动。

从国外形势看,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市场风险逐渐

增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

定因素增多,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取代德国成为第

一出口大国之际伴随而至的是空前规模的贸易摩擦,

2009全年贸易争端达 116件, 金额 127亿美元,均比上

一年翻了一番。

从外贸自身发展看,也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和困难。对外贸易除了面临上述挑战之外,还面临着劳

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因素的约束。在世界

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更加

严峻。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对外贸易发展需要继续

深化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保持进出口平稳增

长的基础上,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使对外贸易

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第一,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7#

¹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 http: / /www. sa fe. gov. cn /mode l_sa fe / tjsj/ tjs j_

detai.l jsp? ID= 110500000000000000, 38& 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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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

变,是我国对外贸易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而循

环经济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资源的

循环再利用,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运用生态学原理,把经济

活动构筑成 /资源 y生产 y 消费 y 再生资源 0的循环流

程,实现对资源的多次利用,最终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

护。因而,发展循环经济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增长模式的转变,并能够引导对外贸易从依靠增加要素

的投入、追求规模、追求数量追求低成本、拼资源、拼环

境的粗放型经营,转到追求技术进步、以效益为中心、资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集约型发展的轨道上来。

发展循环经济还能够应对近年层出不穷的国际绿

色贸易壁垒。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各种多边和双边

谈判,参与多边和双边协议的制定,以维护我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熟悉国际规则,扶持绿色产业,发展绿色技

术,开发绿色产品,以冲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第二,突出品牌在外贸发展中的地位,提升品牌战

略的层次。

品牌战略应该上升为外贸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一

项国家战略,促进一批知名品牌的国际化应成为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点目标之一。

实施品牌战略固然应以企业为主体,但政府的引导

和支持必不可少。在当前跨国公司利用资金、技术、市

场优势全面挤压我自主品牌发展空间的形势下,政府的

作用尤为重要。

我国正在开展 /品牌万里行 0活动, 但实施推广的

力度还有待加强。当前,政府在实施国家品牌战略中的

作为,除了在制定战略规划、增加公共投入、加强宣传力

度、培养相关人才方面以外,尤其要在形成良好的自主

品牌培育环境方面下大力气,在推广宣传自主品牌方面

做出表率。

此外,政府要大力构建包括品牌在内的对外贸易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保障品牌在市场中的正当权益与公平

竞争环境。其中,对内要完善立法和执法体系,形成企

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联动的知识产权协调管理机制;

对外则要强化我国商品和服务品牌与商标的海外保护,

积极维护我国企业的海外品牌利益。

在发展对外贸易中树立自主出口品牌是一项系统

工程。与国内市场相比,创立出口品牌的投人更大,风

险更高,周期更长,因此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介组

织、企业乃至整个国民各方的长期不懈努力。

第三,推进技术创新,为外贸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也是

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激烈的国际竞

争,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将技术创新与外贸可持续发

展结合起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我国贸易的长期

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出口产品可替代性强、竞

争力弱,以及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两头在外、

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完全靠订单 /吃饭 0的加

工贸易企业。因此,加工贸易企业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发

展战略,向产业深度发展,向产业链中的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环节延伸, 即从贴牌加工 ( OEM ) 向代设计

(ODM) 乃至自创品牌 (OBM ) 发展,由做大转向做优做

强。即使是继续从事加工贸易,也应该提升加工贸易的

技术水平,改变加工贸易在国内的生产链条短、增值率

低的状况,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

第四,转变经营观念, 学会外贸内贸 /两条腿走

路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世

界市场容量的局限日益显现,我国外贸企业已不可能再

像过去那样持续大量对外出口,而必须在巩固国外市场

的同时,主动转变经营观念,积极研究和拓展国内市场,

开发适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商品, 全面建设国内的销售

渠道。

与此同时,政府应在消除政策设计中对外贸企业和

内贸企业的差异安排 (如内外销企业的产品增值税不

一致 ),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拓宽中小企业的直

接融资渠道,引导和监督企业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击

仿冒产品,改善国内商务环境等方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

服务力度,努力解决内外贸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回首 60年外贸发展的历程,中国完成了从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开放向自主、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并以

贸易大国的姿态活跃于世界经济的舞台。面对国际社

会要求外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展望未来,中国外贸虽

然任重而道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外贸必将

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段锡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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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 ievem en t and Cha llenges of Foreign T rade S in 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 lec sR epub lic of Ch ina: An Ana lysis on th e

Su sta inab le Developmen t of Fore ign T rade

F u J unwen ( 3)

A fter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c s Repub lic ofCh ina, China becom e one of the b iggest trade nations fina lly.

The speed of the deve lopm ent of fore ign trade a ttracts worldw ide attention. At the sam e tim e, our fore ign trade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the prim ary goods to m anufactured goods, which made grea 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 otion of Ch inese econom ic

structure. H owever, as restr icted by them arket capac ity of thewhole world and globa l environm ent and resource, the susta inab le

developm ent of fore ign trade is becom ing a consensus ofm ost countr ies in thewor ld and the gu iding ideology leading China ma rc2

h ing from a large trading country to a powerful one. F ro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point of view, our fore ign trade w ill be

faced with m any new challenges.

The S tr a tegy Choice of Ch ina in theM u ltila ter a l T rad ing System a fter the F inancia l C r isis

Zhang Le i( 9)

W ith the changes of econom ic c ircum stances after the financ ial cr isis, the mu 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becam em ore im portant

for Ch ina. As a resu lt, China shou ld readjust the strategy and strengthen its power of in fluence inWTO .

Bu siness Cycles Synchron iza tion of Ch ina andW or ld E conomy under Externa l Shocks

Wang Yong Fu Xiongguang Wei Q iang ( 15)

Th is pape r em p ir ica lly ana lyses the business cycles synchronization ofCh ina and e ightm a in trade countr ies through tim e and

emp irically estim ates how the synchroniza tion is influenced by trade intensity and other factors from 1993 q1 to 2008 q4. The a2

nalysis imp lies that the corre la tion ofbusiness cycles be 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s not high and va riesw ith tim e. Furthe r2

m ore, th is paper estim ates the synchron ization using pane l datam ode,l and the result imp lies: ( 1) B ila tera l trade linkage and fi2

nanc ia l integration have sign ifican tly pos itive influence on the synchron ization, but intra industry trade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ynchroniza tion. ( 2) M one tary policy coord ina tion and fiscal policy coordina tion be tween Ch ina and othe r countr ies as well as ex2

change rate vola tility a re a lso factors wh ich influence the synchron ization.

M otive for In terna tiona l R eserves H oa rding of E a st Asian E conom ies: Non2coop era tive G am e ofM ercan tilism

H ouH a iying ( 22)

Through ca lcu la ting appropriate index of inte rnational reserves ( IR ),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east Asian econom ies have

been in large IR hord ing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t infers that one of them ost im portant reasons for hoarding IR is the result of

non2coope ra tive gam e ofM ercantilism. Sincem ost East Asian econom ies adopt export or iented strategy, if one of them uses hoard2

ing IR to prove com petitiveness, stimu lating exports, it will induce the othe rs to have com petitive hoa rding, there w ill ar ise non2

coopera tive gam e ofM ercantilism leading to com parison increase of IR between econom ies. The paper exam ines the in ference

through am odel and case ofChina, Japan and Korea.

The Im pac ts of E xchange Ra te on th e S truc tur e of E xpor ts: An Ana lysis ba sed on the D iffer en t Dom estic Va lue2added

Zhang Wenle i Ch en Qi( 27)

T raditiona l theory about exchange ra te pa id little atten tion to the impacts on expor t structure. Current resea rches have theo2

re tica lly pointed out tha t the impact is re la ted to d ifferent products that use different dom estic inputs. W ith a currency apprec ia2

tion, the higher the dom estic value2added, the lowe r the com pe titiveness of the products, and vice ve rsa. Th is paper ver ifies the

view bym ode l deduc tion. H owever, in the bilatera 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U. S. A. , Ch ina and European Un ion, the resu lts of

the exporting proportion of three typ ica l products) ) ) computer, c loth ing and chem ica l fertilizer are opposite to them ode .l F in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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