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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利益的来源及其对西部外贸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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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额在全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小 ,贸易依存度低 ,贸易条件差 ,这

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正确认识外贸利益的来源 ,对于推动西部地区外贸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外贸利益大致来源于产品的绝对优势 、比较优势 、差别优势 、规模经济以及竞争优势

等方面。改变西部地区外贸落后现状 ,推动外贸活动进一步发展 ,应着眼于外贸利益的不断开发和

挖掘 ,走可持续的外贸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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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origin from foreign trade and its enlightment

for foreign trade in wester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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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 the foreign t rade in Chinas west areas falls behind.Correct comprehension

fo r the benefi t o rigin of fo reign trad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foreign

t rade in the w est.The benef it o f Chinas foreign t rade may be due to the productsabso lute

advantage , the relat ive advantage , the dif fe rent advantage , the scale economy and the

competi tion advantage.Therefore , the development fo r the foreign t rade in the w est areas should

aim at exploit ing those benefi t s and st icking to the sustain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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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从 2002年加入WTO 以来 ,中国外贸总额每

年以大于 30%的速度递增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 ,目

前中国外贸总额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和

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1] 。但是 ,中国外贸发展

极不平衡 ,其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低水平 、低层次的

状况 ,其进出口额在全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很小 ,

贸易依存度低 ,贸易条件差。西部要发展 ,就离不开

外贸的快速增长 ,因此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及从

事外贸活动的企业应充分重视外贸的“火车头”作

用 ,深刻理解外贸利益的来源 ,进而推动外贸经济持

续增长 。

1　西部地区的外贸现状

2.1　外贸额所占比重小

中国东西部外贸情况见表 1所示 。以 2004年

为例 ,2004中国外贸总额为 11 547.9亿美元 ,进出

口额分别为 5 614.2 亿美元和 5 933.7 亿美元。其

中东部地区外贸总额为 10 695.3亿美元 ,进出口额

分别为 5 227.7亿美元和 5 467.6亿美元 ,东部地区

进出口额分别占全国进出口额的 93.1%和 92.1%;



而同期西部 12省(区)外贸总额仅为 367.3亿美元 ,

进出口额分别为 161.4 亿美元和 205.9亿美元 ,仅

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2.87%和 3.47%。这充分说

明中国西部地区外贸的比重微不足道 ,也不能很好

地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

表 1　2004年东西部外贸情况对比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外贸依

存度/ %

进口依

存度/ %

出口依

存度/ %

全国 11 547.9 5 614.2 5 933.7 70.0 34.0 36.0

东部地区 10 695.3 5 227.7 5 467.6 82.1 40.1 42.0

西部地区 367.3 161.4 205.9 10.1 4.1 6.0

2.2　外贸依存度低

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36 515亿

元(约合 16 494.3 亿美元),根据进出口的实际金

额 ,可以计算出 2004中国外贸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

出口依存度分别为 70%、34%、36%。而同期东部

地区的外贸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分别为

82.1%、40.1%、42%,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 、进口依

存度 、出口依存度仅为 10.1%、4.1%、6%。从上述

数据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与全国平均

水平相比 , 仍有很大的差距 , 更无法与东部地区

相比[ 2] 。

2.3　贸易主体不合理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04 年地方进出口情况统

计表》 ,2004年东部地区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企业的出口额分别为 1 293.7亿美元 、3 307.9亿美

元 、866 亿美元 , 分别占该地区出口额的 23.7%、

60.5%、15.8%;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其

他企业的出口额分别为 109.3 亿美元 、29.1 亿美

元 、67.5 亿美元 ,分别占该地区出口额的 53.1%、

14.1%、32.8%。由此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出口以外

资企业为主 ,而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则以国有企业

为主 。

2.4　出口商品附加值低

根据《2004年地方进出口情况统计表》 ,2004年

国内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 3 279.9亿美元 ,占出口

贸易总额的 55.3%。其中东部地区加工贸易额为

3 204.6亿美元 , 占国内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

97.7%,占该地区出口贸易总额的 58.6%;而同期

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为 33.8亿美元 ,占国内

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 1.03%,占该地区出口贸易总

额的 16.4%。由此可见 ,西部地区出口额度不仅数

量少 ,而且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这就使得西部

地区出口商品附加值低 ,创汇能力差 。

2.5　贸易地理方向集中

在进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方面 ,西部地区的进出

口贸易虽然已经遍及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主要地

理方向还是以美国 、日本 、欧盟等发达国家为主 。据

相关统计显示 ,2004年西部地区针对上述国家的进

出口额占其外贸总额的 80%以上。不过近年来 ,西

部各省(区)对中亚 、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出口的比

重在不断上升。

3　对外贸易利益的来源

要想改变西部地区外贸的落后现状 ,要弄清外

贸利益的来源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从宏观

角度讲 ,正确理解外贸利益的来源 ,可以帮助政府有

关部门正确发挥外贸政策的导向作用 ,从而有的放

矢地推动外贸活动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就

微观层面而言 ,能够指导众多的外贸企业正确把握

自身的发展重心 、经营方式和经营策略 ,努力实现商

品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从整体上看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产品

竞争力的提高尚需时日 ,因此外贸利益的获取来自

以下几个方面[ 3] 。

3.1　绝对优势

外贸的利益来源 ,首先来自于具有绝对优势的

产品。根据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 ,参与国

际贸易的各个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

产品 ,也就是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成本绝对低于其

他国家 。尽管“绝对成本”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

是它部分地说明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具有较

高的生产效率 ,那么用这种产品参与国际交换将会

给交换国带来一定的贸易利益。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 ,但是依然有

许多产品由于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的存在而具有

绝对优势 ,像纺织品 、服装 、轻工产品 、农产品等许多

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这类商品的出口会使西

部地区的外贸活动处于一个有利的国际地位。

3.2　比较优势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 ,外贸的

比较优势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本国出口商品与国

外同类商品相比 ,拥有更大的绝对优势或者更小的

绝对劣势;二是任何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总会

具有某些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供出口。

概括而言 ,西部地区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目前

至少包括:资源优势 、劳动力优势 、传统技艺优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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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优势以及某些高新技术产品优势 。前两项比

较优势主要是依靠西部地区现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状

况带来的;而技艺优势则来自于传统民族手工业的

长期发展;第四项则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紧

密相关;至于最后一项 ,完全是西部地区外贸今后得

以迅速发展的最大希望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经由

这类外贸活动 ,可以用较少的人力 、物力去换取更多

的消费品和资本 ,从而大量节约社会劳动[ 4] 。

3.3　差别性优势

外贸的利益有一部分来自于垄断性和差别性的

产品。出口商品具有某种垄断性是指这类商品的供

给量比较有限 ,甚至相当稀少 ,在世界市场上一般总

呈现供不应求的典型特征。这样出口厂商能够影响

或者控制它们的销售价格 ,从中获取可观的甚至很高

的贸易利润 。出口商品的差别性是指这类商品独具

与众不同的特色 ,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市场份额(主

要是拥有一批较为固定的老主顾),从而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其销售价格。实际上 ,差别性产品和垄断性

产品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产品的差异性产生了产品的

垄断性 ,通过对产品的垄断带来超额利益 ,其差异越

大 ,垄断性越强 ,相关企业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多。

西部地区外贸活动从这一途径获取的贸易利益

还十分有限 ,远远比不上东部发达地区。这是因为

西部地区能够出口的垄断性产品和差别性产品在种

类上和数量上都相当有限 ,主要是资源型产品和技

术密集型产品 ,如稀缺的矿产品或水产品 、珍贵的药

材 、精妙的艺术品或工艺品等 ,这些产品的出口额仅

仅占出口总额的很小份额 。事实上 ,西部地区在这

方面完全可以大显身手 ,尤其是差别性产品 ,它们的

优势就体现在自己的特色上。而特色可以是全方位

的 ,可以表现在质量 、功能 、信誉 、外表 、营销方式以

及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 。可见 ,这类产品更多依赖

于劳动或技能密集型的优势来创造自己在生产和销

售方面的特色 ,同时不太受行业规模和进入壁垒等

较多的制约 ,理应成为西部地区获取外贸利益的一

大来源。

3.4　规模经济

外贸利益也可以来自具有规模经济的产品。如

果一种产品能够长期大量出口 ,便会促使相关出口

企业形成大规模生产 ,进而大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

这表现在:大规模生产可以深化生产分工和专业化

程度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减少机器设备闲置

期和缩短原材料及产品库存期 ,从而降低产品的平

均成本;可以更多地积累生产经验和更便于引进先

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可以实现产品的多元化

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等 。这些就是通常所讲的规模

经济或规模收益 ,其带来的是更多的产出 、较低的价

格和较大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 ,出口这类商品自

然比较容易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 。

值得探讨的是 ,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是两种不

同的贸易利益来源 ,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出口商品同

样能够凭借规模经济获得贸易利益 。因此 ,尽管西

部地区目前从这个途径中获取的实际利益还不多 ,

但它应该是西部地区今后开展国际竞争的发展方

向 。在那些传统出口产品逐渐减少 ,甚至丧失比较

优势的情况下 ,出口企业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 。

3.5　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 ·波特首先提

出来的 。迈克尔·波特认为 ,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

在于在国际竞争中能否取得优势 ,而国际竞争优势

取得的关键又在于国家是否具有适宜的创新机制和

创新能力。

创新机制来源于微观 、中观和宏观等 3个方面。

微观竞争机制主要是指企业内部的竞争力 ,这也是

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缺乏活力 ,不思创新 ,国

家就难以树立整体优势 。中观竞争机制主要是分析

产业 、区域等范畴 。宏观竞争机制则主要取决于 6

个基本因素 ,即生产要素条件 、需求条件 、相关条件

和支撑产业状况 、企业战略 、结构与竞争 、政府的作

用和机遇。

迈克尔 ·波特指出 ,上述 6个因素相互影响 ,相

互作用 ,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和竞争环境 ,

继而产生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明星产

业 ,进而给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 。

4　外贸利益来源对西部外贸的启示

西部地区外贸要想快速增长 ,进一步增强外贸

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就必须立足于对外贸利

益来源的正确理解之上 ,加强外贸利益的开发和挖

掘 ,努力实现西部地区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

4.1　利用比较优势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低 ,这是西部地

区最明显的优势。加大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西部经济的发展 。但是近年来国际市场上能源 、

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持续下跌 ,与工业制成品

之间的交换差价越拉越大 ,大大削弱了该类产品出

口增长对贸易发展的贡献率。另外 ,由于资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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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性差 ,生产成本呈递增状态 ,当资源开发到

一定程度以后 ,便难以再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益

水平 ,而且过度开采也不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 ,

所以单纯依赖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加大西部

外贸发展力度并不可取 ,也不利于西部地区出口产

品结构升级。因此 ,西部地区应根据国际市场的发

展重新定位 ,对资源产品进行深加工 ,提高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化资源和

劳动力优势为经济优势。

4.2　利用特色资源 ,发展特色经济和特色产业

差异形成特色 ,特色产生优势。不同的自然条

件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使得西部地区具备发展特色

经济的独特条件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特色产业也

是国家确定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要集中力量抓

好的重点工程。要提高外贸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拉动力 ,就必须要在特色上做文章 ,要走特色之路 ,

大力发展具有西部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外贸业

务。因为 ,只有赋予产品特色 ,才能创造需求 、赢得

市场;只有大力发展特色外贸 ,才能改变市场结构 ,

提高市场地位 ,才会有竞争力和生命力 。

西部地区推进外贸发展的特色产业应该主要包

括:以矿产资源为主要增长点的特色矿产业 ,以茶 、

棉和水果为重点的特色农业 、生态农业 ,以中药材为

特色的中医药业 ,以旅游为基础的(国际)旅游业 ,以

科技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等 。

4.3　更新传统资源观念 ,整合资源禀赋 ,形成动态

比较优势

传统资源观仅限于天赋的资源禀赋 ,其稀缺程

度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 。但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如果一味地依赖现阶段处于有利地位的劳动密集

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 ,则易于跌入“比较利

益的陷阱” 。新资源观念将人力资本 、技术等要素纳

入了资源的范畴 ,在此基础上 ,比较优势的内涵发生

了变化 ,比较优势不仅来源于要素禀赋方面 ,也可以

从大规模生产 、经验积累 、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

术 、人力资源以及文化中取得 。

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 ,其动态变化的过程说

明了潜在优势甚至劣势发展成为现实优势的可能性

和可行性 。因此 ,西部地区应该更新观念 ,整合资源

禀赋 ,增加资本 、技术 、智力等要素的供给 ,从而形成

动态比较优势 ,以此推动西部地区外贸活动的不断

发展 。

4.4　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 ,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 ,当国际市场处于不完全竞

争状态时 ,如果外贸活动采取单一的产业间贸易形

式 ,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因此 ,西部地区应该改变传统的贸易方式 ,加大工业

制成品的出口份额 ,并积极开展工业制成品的产业

内贸易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产业内贸易占全

球贸易的比重已经超过 60%,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

提高和工业化程度的普及 ,产业内贸易将会在全球

范围内大幅度提高 。因此 ,西部地区的外贸企业应

该把握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顺势而为 ,积极发展产

业内贸易 ,通过产业内贸易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产品

的生产成本 ,扩大出口规模
[ 5]
。

产业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和产品的规模经济效

应该密切相关。当然 ,规模经济的获取有一个过程 ,

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适度保护。从战略性贸易理论

的角度来讲 ,政府在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中 ,采取保

护和扶植的手段不仅是应该的 ,而且也是必须的 ,因

为目前的国际市场处于非完全竞争的“次优”状态。

这种“次优”状态使许多潜在利益不一定能够实现 ,

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了“最优”地位。而适度的

政策干预可以改进市场本身运行的“次优”结果 ,进

而产生优于自由贸易政策的效果 。因此 ,西部地区

在发展产业内贸易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该实行一

定程度的保护性产业政策 ,促使相关产业尽快获取

规模经济效益 ,从而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 。

4.5　推进制度创新 ,增强西部地区的竞争优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 ,使得知识成为推

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越来越

成为第一生产力。

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方面增强了

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与联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竞

争 ,并使技术能力和优势成为竞争的主要基础。这

种趋势也赋予市场竞争以新的特征 ,使得竞争的重

点前移 ,即由以往最终产品的竞争前移到产品的开

发甚至科学研究阶段 ,科研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越

来越重要。这些新的发展加上国际贸易的扩大 ,使

得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作用相对减弱 ,高级要素

(诸如知识 、人才 、科研开发机构以及信息网络等)的

作用日益突出 ,而高级要素的创造依赖于一定的环

境和制度基础。

西部地区外贸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长

期忽视制度缺陷及其带来的发展障碍。因此 ,西部

地区要调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和增强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其竞争优势 ,就必须正视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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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缺陷 ,力求避免长期在旧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市

场经济[ 6] 。

针对现存制度的缺陷 ,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应

该以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调

整为突破口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 ,形

成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 ,以达到创

造高级生产要素 、增强竞争优势的目的 。

5　结　语

中国外贸发展极不平衡 ,西部地区长期处于低

层次 、低水平状况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外贸

额所占比重小 、外贸依存度低 、贸易主体不合理 、外

贸附加值低 、外贸地理方向集中等 。

要改变西部地区外贸落后局面 ,必须了解外贸

利益的来源 ,这对于促进西部地区外贸发展十分重

要。外贸利益大致来源于产品的绝对优势 、比较优

势 、差别优势 、规模经济以及竞争优势。

西部地区外贸企业和外贸管理部门必须立足于

对外贸利益来源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 ,加强外贸利

益的开发和挖掘 ,努力实现西部地区外贸的健康 、快

速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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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征税主体 、征税对象和征税依据等方面 ,形成了公

路收费体系的雏形。

5　结　语

本文研究了亚当 ·斯密关于公路经济学的几个

重要观点 ,包括公路的选址和规模 、公路建设与维护

资金的筹措 、公路运营和征收车辆通行税等诸多内

容。在距今约230年以前 ,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就已

经认识到了公路这一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并提出征收

车辆通行税以满足公路建设和维护的需要。他极力

反对扩大车辆通行税的使用范围 ,保证车辆通行税使

用的效率和公平。受时代局限 ,虽然没有进一步提出

确定车辆通行税和公路规模的具体标准 ,但亚当 ·斯

密关于征收车辆通行税的重要观点构建了公路收费

体系的雏形。他提出的建立监督机制 、关注乡村公

路 、偏远公路等重要观点 ,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国富论[ M ] .杨敬年 , 译.西安:陕西人民

出版社 , 2002.

[ 2] 　王利彬 , 吴群琪.公路投资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探讨[ J] .

中国公路学报 , 2006 , 16(3):98-101.

[ 3] 　王玉辉.政府在收费公路融资中的作用[ J] .山东交通

学院学报 , 2003 , 11(4):66-68.

[ 4] 　郗恩崇 ,吴志恒.公路交通规费经济学[ M] .北京:人民

交通出版社 , 2003.

[ 5] 　王利彬 , 吴群琪.关于中国收费公路收费理论的探讨

[ 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 , 7(3):12-15.

[ 6] 　周国光.中国路桥收费问题透视[ J] .长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 2005 , 7(4):1-5.

[ 7] 　刘士通 ,顾培亮 , 陈卫东 ,吴　刚.运输性及运输性工程

[ 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 , 7(3):5-8.

[ 8] 　刘　浪.高等级公路地区差异投入要素比较研究[ J] .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 , 2006 , 25(2):132-133.

41第 3期　　　　　　　　樊建强 ,等:外贸利益的来源及其对西部外贸发展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