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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Ｌａｌｌ（２０００）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进行商品分类，进而分别测算中国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０ 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显示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和产业内贸易指数

（ＩＩＴ），分析表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贸易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保持传统低技术制成品强大

竞争力的同时，部分中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基本成功；但商品贸

易竞争力仍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优势，且出口商品的产业集中度过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应促进

各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抢占其价值链的高端，并在某些中高技术产业重点突破，提高整体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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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随
着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竞争力

是否也相应优化或提升？ 部分学者，如樊纲等

（２００６）、傅朝阳和陈惺 （２００５）、杨汝岱和朱诗娥

（２００８）等研究认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很

成功，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也有学者，如胡国

恒（２００４）、姚洋和章林峰（２００７）、平新乔（２００７）、刘
建丽（２００９）等研究认为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严重依

赖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

与竞争力并不高，因为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仍然是

以附加值较低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整体

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并没有获得太大提升；而且

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跨国公司分

散化生产和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并非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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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提升，
因此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那么，对外

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提升究竟有何影

响呢？
本文试图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

综合运用各类分析指标来系统考察 １９９５ 年以来中

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的演变。 本文研究思路

是：首先，根据 Ｌａｌｌ（２０００）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

体系对所有贸易商品进行分类，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中国各类出口商品技术的结构变化；然后，根据国

际市场占有率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比较

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多种指标，综合分析

中国商品贸易竞争力的演变；最后是结论与相关政

策启示。

二、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分析

本文参照 Ｌａｌｌ（２０００）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

体系进行分类，该体系在对不同产品生产的要素投

入、规模经济、技术活动、学习效应、进入壁垒等方

面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将 ＳＩＴＣ 三位数的 ２００ 多

种产品按照技术构成分为初级产品（ＰＰ）、资源性制

成品（ ＲＢ）、低技术制成品 （ ＬＴ）、中技术制成品

（ＭＴ）和高技术制成品（ＨＴ）等 ５ 大类；然后，再将初

级产品以外的 ４ 类制成品细分为 ９ 类（见表 １）。 其

中，ＲＢ 和 ＬＴ 类产品通常技术水平较低，而 ＭＴ 和

ＨＴ 类产品技术水平较高。 Ｌａｌｌ 的分类很清晰，可反

映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进而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的

技术结构演变。

表 １　 商品的技术分类

产品分类 简称 产品示例

初级产品 ＰＰ 新鲜肉类、鱼类、大米、茶叶、咖啡、木材、煤炭、原油等

资源性制成品
ＲＢ１ 农业加工产品 经加工的肉类鱼类、饮料、木制品、植物油等

ＲＢ２ 其他资源性产品 金属精矿、石化产品、水泥、玻璃、石材等

低技术制成品
ＬＴ１ 纺织服装产品 纺织产品、衣物、皮革制造、箱包等

ＬＴ２ 其他低技术产品 陶瓷、金属铸件、家具、珠宝、玩具、塑料制品等

中技术制成品

ＭＴ１ 汽车工业产品 汽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等

ＭＴ２ 中技术加工产品 合成纤维、化工制品、合成肥料、钢、塑料、管道制品等

ＭＴ３ 工程机械产品 引擎、制造业机器设备、水泵、轮船、钟表、常用家电等

高技术制成品
ＨＴ１ 电子电力产品 办公自动设备、视频接受发送器、发电机等

ＨＴ２ 其他高技术产品 制药业、航空设备、精密光学仪器等

　 资 料 来 源： 根 据 Ｌａｌｌ Ｓａｎｊａｙａ． ２００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５—１９９８［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８（３）：３３７⁃３６９ 整理得到。

　 　 根据表 １ 的分类方法，本文计算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各类商品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具
体结果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以

制成品出口为主，初级产品（ＰＰ）出口所占比重很低

且逐年下降，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 ２４％降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１７％。 资源性制成品（包括 ＲＢ１ 和 ＲＢ２）的出口

份额较低，近几年约占 ８％。 低技术制成品中，ＬＴＩ
类产品（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份额较大但迅速下

降，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０．６３％减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５．２３％，下
降了 １５．４０ 个百分点；ＬＴ２ 类产品的出口份额较为

稳定，在 １３．９％ ～ １６．５％之间波动。 中技术制成品

中，ＭＴ１ 和 ＭＴ２ 的出口份额较低，加起来约 ８％；而
ＭＴ３ 类产品（工程机械产品）所占份额较大且呈逐

步上升趋势，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 ７９％ 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６ ３５％，增加了 ６ 个多百分点。 高技术制成品中，
ＨＴ１ 类产品（电子电力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
１９９５ 年为 １０． ７８％，２０１０ 年最高达 ３１． ６１％，并从

２００２ 年起超过 ＬＴ１ 在 １０ 类产品出口份额中占第一

位；ＨＴ２ 产品所占比重较小，在 ２％～４％之间。
整体而言，１９９５ 年以来，中国初级产品（ＰＰ）、

资源型制成品（ＲＢ）和低技术制成品（ＬＴ）的出口份

额迅速下降；而与此同时，中高技术类产品（ＭＴ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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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也就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发展 很快，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不断优化。

表 ２　 中国各类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 ％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１９９５ １０．２４ ５．２２ ５．８５ ３０．６３ １６．１１ ０．９５ ６．８６ １０．７９ １０．７８ ２．２２

１９９６ １０．１７ ５．２２ ５．５８ ２９．９９ １５．９６ ０．９４ ５．８０ １１．２９ １２．５９ ２．３３

１９９７ ９．７２ ４．３６ ５．４８ ３０．３１ １６．４１ ０．９４ ５．９５ １１．０１ １３．３０ ２．３３

１９９８ ８．５１ ３．９１ ５．１１ ２８．６１ １７．２５ １．０１ ５．７２ １１．７０ １５．５７ ２．６０

１９９９ ７．７７ ３．８５ ４．８８ ２７．４１ １６．９６ １．１７ ５．０９ １２．２１ １７．９０ ２．６６

２０００ ７．５７ ３．８０ ４．９５ ２５．５５ １５．９７ １．５２ ５．６０ １２．４６ １９．９５ ２．４２

２００１ ７．１７ ３．８６ ５．０２ ２４．６２ １５．２３ １．５５ ５．０７ １３．２９ ２１．８４ ２．１４

２００２ ６．３１ ３．７５ ４．７２ ２３．０４ １５．２８ １．５４ ４．６０ １３．６８ ２４．８８ １．９９

２００３ ５．６２ ３．３７ ４．７０ ２１．３６ １３．９６ １．６０ ４．９０ １３．９５ ２８．０９ ２．２２

２００４ ４．８０ ３．２７ ４．８９ １８．８８ １３．９７ １．７５ ５．６９ １４．１０ ３０．０１ ２．４６

２００５ ４．４７ ３．３１ ５．０２ １７．８６ １３．９７ １．９１ ５．６５ １４．３８ ３０．５５ ２．６８

２００６ ４．２９ ３．３７ ４．６６ １７．３９ １４．３０ ２．０５ ５．４１ １４．５９ ３１．１２ ２．５９

２００７ ３．６９ ３．２７ ４．６８ １６．４１ １５．１１ ２．３９ ５．７６ １４．９４ ３０．６８ ２．９０

２００８ ３．５４ ２．９６ ５．５９ １５．３６ １５．７１ ２．５１ ５．９０ １６．０７ ２９．２７ ２．９８

２００９ ３．４９ ３．０８ ４．７６ １６．５７ １３．７８ ２．１０ ４．４７ １７．０８ ３１．３１ ３．２１

２０１０ ３．４０ ３．０３ ４．９６ １５．８０ １３．９２ ２．２２ ５．０６ １６．６５ ３１．６１ ３．２７

２０１１ ３．４８ ３．３１ ５．２１ １５．７４ １４．７６ ２．３８ ５．８６ １６．３６ ２９．５８ ３．１９

２０１２ ３．１７ ３．２６ ４．９０ １５．２３ １６．２５ ２．４７ ５．３５ １６．３５ ２９．６３ ３．３１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三、贸易竞争力分析

衡量贸易竞争力的指标很多，本文选择国际市

场占有率（ＭＳ）、显示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贸易竞

争力指数（ＴＣ）和产业内贸易指数（ＩＩＴ）等指标来分

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测量一国贸易出口额的

绝对比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出口贸易竞

争能力和地位；显示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可较好地

测度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应用广泛，但它无法反映

商品的进口情况；易竞争力指数（ＴＣ）则综合考虑到

了商品的进出口，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ＲＣＡ 指数的

不足。 一般的，ＲＣＡ 指数和 ＴＣ 指数较适合于分析

产业间贸易，但如今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比重

越来越高，因此本文还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ＩＩＴ）进
行分析①。 这 ４ 个指标可从宏观上有效反映中国商

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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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显示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和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是目前文献研究贸易竞争力的常用指标（余
道先等，２０１０；黄满盈等，２０１０；朱启荣，２０１３）。 目前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一国出口产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

品中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中间投入，特别是在中国出口贸易占比很大的加工贸易更是“大进大出”。 而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
ＲＣＡ 指数、ＴＣ 指数等没有考虑出口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情况，因此我们借鉴杨汝岱和朱诗娥（２００８）的做法，选择产业

内贸易指数对贸易竞争力来进行辅助分析。 例如，中国的 ＨＴ１ 类高技术制成品用国际市场占有率、ＲＣＡ 指数和 ＴＣ 指数来衡量

具有很强竞争力，但结合我国该产业很高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可知，事实上中国只是承接了这类高技术制成品的低技术劳动密

集型生产环节，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技术密集的生产阶段，如研发、设计、中间产品生产等仍保留在发达国家，关键的零

部件和技术高度依靠进口，并不真正具有竞争力（Ｓｒｈｏｌｅｃ， ２００７；文东伟 等，２０１０）。



１．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ＭＳ ）是指一国

或地区某种产品出口额占该产品世界出口总额的

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ＭＳｉｊ ＝
Ｘ ｉｊ

Ｘｗｊ

其中，ＭＳｉｊ是指 ｉ 国 ｊ 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Ｘ ｉｊ和 Ｘｗｊ分别表示 ｉ 国和全世界 ｊ 产品的出口额。 表

３ 列出了中国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各类商品的国际市场

占有率。
由表 ３ 可知，１９９５ 年以来，我国除 ＰＰ 类产品

（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外，其他 ９

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呈上升趋势。 其中，
ＬＴ１ 类产品（服装纺织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

高且上升很快，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２．２０％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

的 ３４．９６％，增加了 ２２．７６ 个百分点。 其次，ＨＴ１ 类

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力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也上升很快，１９９５ 年仅为 ２． ２０％，２０１２ 年上升到

２７ ０４％，增加了约 ２５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占有率仅

次于 ＬＴ１ 类产品，居第二位。 此外，ＬＴ２ 和 ＭＴ３ 类

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上升较快，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

分别增加了 １３．７５％和 １１．８６％。 而 ＲＢ１、ＲＢ２、ＭＴ１、
ＭＴ２ 和 ＨＴ２ 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相对较小，低
于 １０％，其上升幅度也相对较小。

表 ３　 中国各类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 ／ ％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１９９５ ２．０３ １．９０ ２．３２ １２．２０ ４．５８ ０．３３ ２．７２ ２．０８ ２．２０ １．５１

１９９６ １．８５ １．９４ ２．０９ １１．５７ ４．４５ ０．３１ ２．３２ ２．１０ ２．４７ １．４６

１９９７ ２．１３ １．９７ ２．４２ １３．３５ ５．３８ ０．３６ ２．８０ ２．４２ ２．８９ １．５９

１９９８ ２．１９ １．８１ ２．５０ １２．９７ ５．５８ ０．３７ ２．７８ ２．５５ ３．３８ １．５９

１９９９ １．９９ １．９１ ２．３５ １３．２１ ５．９０ ０．４４ ２．６６ ２．８０ ３．７２ １．６４

２０００ １．９８ ２．４１ ２．４８ １４．９１ ６．７４ ０．７０ ３．５１ ３．４０ ４．４１ １．８７

２００１ ２．１１ ２．６４ ２．８５ １５．５４ ７．０３ ０．７６ ３．４９ ３．９３ ５．８１ １．６３

２００２ ２．２０ ２．９０ ３．１０ １７．０７ ８．１４ ０．８４ ３．６３ ４．７８ ７．９５ １．６８

２００３ ２．２１ ３．０４ ３．４８ １８．９１ ８．５１ １．０２ ４．３８ ５．６４ １０．７０ ２．２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３ ３．４１ ３．６８ ２０．１６ ９．３８ １．２８ ５．４１ ６．３３ １２．７６ ２．７３

２００５ １．９２ ４．１０ ３．８２ ２２．９２ １０．８５ １．６６ ６．０３ ７．４８ １４．９１ ３．４７

２００６ １．９１ ４．７５ ３．８１ ２５．７８ １２．１９ ２．０４ ６．５２ ８．４７ １６．７１ ３．６３

２００７ １．８０ ４．９７ ４．０７ ２７．５９ １３．５５ ２．５７ ７．３５ ９．２９ １９．６４ ４．４５

２００８ １．５６ ４．７３ ４．５５ ２８．７１ １４．４０ ３．０４ ７．５２ １０．４３ ２１．０３ ４．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８５ ４．８８ ４．５９ ３０．１６ １３．４０ ３．１２ ６．５２ １１．９２ ２１．９９ ４．８９

２０１０ １．８９ ５．４３ ４．６７ ３２．７２ １５．１７ ３．３７ ７．７８ １２．８４ ２３．９２ ５．８８

２０１１ １．７８ ５．９３ ４．５２ ３３．３２ １５．９６ ３．７１ ８．９１ １２．９４ ２５．１２ ６．２５

２０１２ １．７１ ６．４１ ４．６１ ３４．９６ １８．３３ ４．０９ ９．０９ １４．０６ ２７．０４ ６．７９

　 数据来源： 同表 ２。

　 　 总之，中国在保持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传

统竞争优势的同时，中高技术水平的资本与技术密

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得到优化。
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仍以服装纺织产品、玩具、塑料

制品等为主，国际竞争优势很强，且结构有所优化，

不再过度集中于服装纺织产品。 同时，某些中高技

术水平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ＭＴ３ 和 ＨＴ２）的

出口在此期间获得突破性发展，国际市场占有率

上升很快，这说明中国整体出口竞争力在不断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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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显 示 比 较 优 势 （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ＲＣＡ）是指一国相对于另一国所表现出

来的出口比较优势，为该国某种商品的出口比重与

所比较国家该商品出口比重的比值。 若某产业贸

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我们可用 ＲＣＡ 指数来衡量一

国该产业的出口竞争力。 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出口

商品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显示比较优势，因此计

算公式为：

ＲＣＡ
ｉｊ
＝

Ｘ ｉｊ ／ Ｘ ｉｔ

Ｘｗｊ ／ Ｘｗｔ

其中，ＲＣＡ
ｉｊ
表示 ｉ 国 ｊ 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

数，Ｘ ｉｊ和 Ｘ ｉｔ分别表示 ｉ 国 ｊ 产品出口额和所有产品

出口总额，Ｘｗｊ和 Ｘｗｔ分别表示世界 ｊ 产品的出口额和

所有产品出口总额。 一般的，若 ＲＣＡ ＞ １，则认为一

国在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反之，若 ＲＣＡ ＜ １，
则认为该国没有比较优势。 ＲＣＡ 指数值越大，说明

竞争优势越大。

表 ４　 中国各类出口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１９９５ ０．７０ ０．６６ ０．８０ ４．２０ １．５８ ０．１１ ０．９３ ０．７２ ０．７６ ０．５２

１９９６ ０．６６ ０．６９ ０．７４ ４．１１ １．５８ ０．１１ ０．８２ ０．７４ ０．８８ ０．５２

１９９７ ０．６５ ０．６０ ０．７４ ４．０７ １．６４ ０．１１ ０．８５ ０．７４ ０．８８ ０．４９

１９９８ ０．６５ ０．５４ ０．７４ ３．８６ １．６６ ０．１１ ０．８３ ０．７６ １．０１ ０．４７

１９９９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６８ ３．８３ １．７１ ０．１３ ０．７７ ０．８１ １．０８ ０．４７

２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６２ ０．６３ ３．８１ １．７２ ０．１８ ０．９０ ０．８７ １．１３ ０．４８

２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６１ ０．６６ ３．５８ １．６２ ０．１８ ０．８０ ０．９１ １．３４ ０．３７

２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６１ ３．３７ １．６１ ０．１７ ０．７２ ０．９４ １．５７ ０．３３

２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５２ ０．６０ ３．２４ １．４５ ０．１７ ０．７５ ０．９６ １．８３ ０．３８

２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５３ ０．５７ ３．１２ １．４５ ０．２０ ０．８４ ０．９８ １．９７ ０．４２

２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５６ ０．５２ ３．１４ １．４９ ０．２３ ０．８３ １．０３ ２．０４ ０．４８

２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５９ ０．４８ ３．２２ １．５２ ０．２６ ０．８１ １．０６ ２．０９ ０．４５

２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５７ ０．４７ ３．１６ １．５５ ０．２９ ０．８４ １．０６ ２．２５ ０．５１

２００８ ０．１８ ０．５３ ０．５１ ３．２３ １．６２ ０．３４ ０．８５ １．１７ ２．３７ ０．５５

２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５１ ０．４８ ３．１４ １．３９ ０．３３ ０．６８ １．２４ ２．２９ ０．５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５２ ０．４５ ３．１６ １．４６ ０．３３ ０．７５ １．２４ ２．３１ ０．５７

２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５７ ０．４３ ３．２０ １．５３ ０．３６ ０．８６ １．２４ ２．４１ ０．６０

２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５７ ０．４１ ３．１３ １．６４ ０．３７ ０．８１ １．２６ ２．４２ ０．６１

　 数据来源：同表 ２。

　 　 表 ４ 是中国 １０ 大类出口商品的 ＲＣＡ 指数。
１９９５ 年以来，中国的低技术制成品（ＬＴ１ 和 ＬＴ２）的
ＲＣＡ 指数一直大于 １，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尤其是

ＬＴ１ 类产品（服装纺织产品）的竞争优势最为突出，
其 ＲＣＡ 指数大于 ３。 ＨＴ１ 类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

力产品）和 ＭＴ３ 类中技术制成品（工程机械产品）
的 ＲＣＡ 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分别在 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５ 年进入大于 １ 的区间，竞争力由弱变强，尤其

是 ＨＴ１ 类产品的竞争优势上升更快。 而初级产品

（ＰＰ）、资源性制成品（ＲＢ１ 和 ＲＢ２）、ＭＴ１ 和 ＭＴ２ 类

中技术制成品、ＨＴ２ 类高技术制成品的 ＲＣＡ 指数均

小于 １，处于竞争劣势状态。

３．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指数，即 ＴＣ 指数，是一国某产业净

出口额与总贸易额的比重，可反映出该产业由引进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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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展成熟再到向外出口的不同阶段。 其计算公

式为：

ＴＣ ｉｊ ＝
Ｘ ｉｊ － Ｍｉｊ

Ｘ ｉｊ ＋ Ｍｉｊ

其中，Ｘ ｉｊ和 Ｍｉｊ分别为 ｊ 国 ｉ 产品的出口额和进

口额。 ＴＣ 指数处于－１ 与 １ 之间，－１ 表示该产业处

于完全引进阶段，出口为 ０；１ 表示该产业已发展成

熟，不断向国外出口产品，进口为 ０。 ＴＣ 指数小于

０，表明该产业进口大于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弱；ＴＣ
指数大于 ０，则表明该产业出口大于进口，国际竞争

力较强。

表 ５ 是中国 １０ 大类出口商品的 ＴＣ 指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初级产品（ＰＰ）、资源性制成品

（ＲＢ１ 和 ＲＢ２）、中等技术制成品 （ ＭＴ１、 ＭＴ２ 和

ＭＴ３）和 ＨＴ２ 类高技术制成品的 ＴＣ 指数在大部分年

份小于 ０，进口大于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弱；但其中的

ＭＴ３ 中技术制成品（工程机械产品）的 ＴＣ 指数不断

上升，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由负转正，表现出较强国际竞争

力。 低技术制成品（ＬＴ１ 和 ＬＴ２）的 ＴＣ 指数一直大于

０，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ＨＴ１ 类高技术制成品（电
子电力产品）的 ＴＣ 指数在大部分年份为正，基本呈

现上升趋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表 ５　 中国各类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１９９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６２ ０．４１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２ －０．０８ －０．１３

１９９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５９ ０．３５ －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９９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６４ ０．４６ －０．０４ －０．３７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２１

１９９８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６５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１８

１９９９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６６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６

２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６６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７

２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６８ ０．４４ －０．１２ －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４２

２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７１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４７

２００４ －０．４６ －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７３ ０．４２ －０．１１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４８

２００５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７６ ０．４６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４３

２００６ －０．５０ ０．０６ －０．３２ ０．７９ ０．５８ ０．０８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４３

２００７ －０．５５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８１ ０．６２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３５

２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８２ ０．６６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３１

２００９ －０．６３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８３ ０．６０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３０

２０１０ －０．６７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８３ ０．６３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３０

２０１１ －０．７０ －０．０７ －０．４８ ０．８３ ０．６６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２８

２０１２ －０．７４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８３ ０．７２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２７

　 数据来源：同表 ２。

４．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进

出口同一产业产品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程度是指一

国生产的某种产品中进口中间品所占的价值比

重①。 目前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权威的指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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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要精确地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需要知道每种产品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构成，并计算所有中间投入品中进口部分的

比重。 但现实中，只有在投入产出表中才可能区分出中间投入品的详细来源，而投入产出表对商品的分类非常粗略，远远不能

够满足对外贸结构进行分析的需要。 因此，在衡量一国产业内贸易程度时，一般采用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对进口商品不区分

作为中间投入的部分和最终消费的部分，均作为中间投入品计算（杨汝岱 等，２００８）。



Ｇｒｕｂｅｌ 和 Ｌｌｏｙｌｄ（１９７５）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其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ＩＩＴｉ ＝ １ －
Ｘ ｉ － Ｍｉ

Ｘ ｉ ＋ Ｍｉ

其中，ＩＩＴｉ 表示第 ｉ 类产品在一定时期的产业

内贸易指数，Ｘ ｉ 和 Ｍｉ 分别为第 ｉ 类产品的出口额和

进口额。 ＩＩＴ 指数在 ０ 和 １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该

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若 ＩＩＴ 小于 ０．５，则
表明该产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比较优势是该产业

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可用 ＲＣＡ 指数作为基本

的竞争力分析方法；若 ＩＩＴ 大于 ０．５，则表明该产业

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不适合用

来解释该产业的贸易形式，需要运用以规模经济和

产品异质性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对其进行分析。

表 ６　 中国各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ｌｌＴ）

年份 ＰＰ ＲＢ１ ＲＢ２ ＬＴ１ ＬＴ２ ＭＴ１ 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ＨＴ２

１９９５ ０．９７ ０．９４ ０．９８ ０．３８ ０．５９ ０．６９ ０．６５ ０．６８ ０．９２ ０．８７

１９９６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９３ ０．４１ ０．６５ ０．７９ ０．５７ ０．６９ １．００ ０．７７

１９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５ ０．９３ ０．３６ ０．５４ ０．９６ ０．６３ ０．８７ ０．９６ ０．７９

１９９８ ０．９６ ０．９０ ０．９４ ０．３５ ０．５２ ０．９７ ０．６３ ０．９３ ０．９９ ０．８２

１９９９ ０．９３ ０．８１ ０．８６ ０．３４ ０．５３ １．００ ０．５７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８０

２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８５ ０．８０ ０．３４ ０．５４ ０．９７ ０．６２ ０．９７ ０．９５ ０．８４

２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９０ ０．７９ ０．３４ ０．５５ ０．９６ ０．５８ ０．９４ ０．９８ ０．６３

２００２ ０．７６ ０．８９ ０．８２ ０．３２ ０．５６ ０．８８ ０．５７ ０．９６ ０．９９ ０．５８

２００３ ０．６７ ０．８７ ０．７７ ０．２９ ０．６６ ０．７５ ０．６４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５３

２００４ ０．５４ ０．９０ ０．６９ ０．２７ ０．５８ ０．８９ ０．７３ ０．９７ ０．９２ ０．５２

２００５ ０．５２ ０．９９ ０．７０ ０．２４ ０．５４ ０．９１ ０．７７ ０．９２ ０．８８ ０．５７

２００６ ０．５０ ０．９４ ０．６８ ０．２１ ０．４２ ０．９２ ０．８１ ０．８７ ０．８６ ０．５７

２００７ ０．４５ ０．９７ ０．６４ ０．１９ ０．３８ ０．８６ ０．８７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６５

２００８ ０．３７ ０．９７ ０．６４ ０．１８ ０．３４ ０．８５ ０．９３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６９

２００９ ０．３７ ０．９６ ０．５８ ０．１７ ０．４０ ０．９５ ０．７２ ０．７８ ０．８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０ ０．３３ ０．９４ ０．５５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７０

２０１１ ０．３０ ０．９３ ０．５２ ０．１７ ０．３４ ０．８２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７２

２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９６ ０．５５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８４ ０．９１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７３

　 数据来源： 同表 ２。

　 　 根据表 ６ 的数据，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１０ 类产品中

有 ７ 类产品 （ ＲＢ１、 ＲＢ２、ＭＴ１、ＭＴ２、 ＭＴ３、 ＨＴ１ 和

ＨＴ２）的 ＩＩＴ 指数一直大于 ０．５，说明资源性制成品、
中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是以产业内贸易为

主要贸易形式。 而初级产品（ＰＰ）和低技术制成品

（ＬＴ１ 和 ＬＴ２）的 ＩＩＴ 指数在大部分年份小于 ０．５，贸
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其中， ＬＴ１（纺织服装类

低技术产品）的 ＩＩＴ 指数一直小于 ０．５，且逐年下降，
产业间贸易特征最为明显；ＬＴ２（陶瓷、金属铸件、家
具、珠宝、玩具、塑料制品等低技术产品）的 ＩＩＴ 指数

逐步下降，一开始大于 ０．５，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降到 ０．５ 以下，贸易格局转为以产业间

贸易为主；而初级产品（ ＰＰ）的 ＩＩＴ 指数也快速下

降，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年大于 ０．５，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但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降到 ０．５ 以下，产业间贸易特征越来

越突出。
总之，ＩＩＴ 指数分析表明，中国低技术产品的产

业内贸易程度较低，其对外贸易的出口单向性表现

突出。 事实上，纺织、服装、鞋靴、陶瓷、玩具、塑料

制品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长期以来都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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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口商品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低技术制成

品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禀赋，产品

生产过程无需太高的技术水平和团队协作，可用传

统比较优势理论来对其国际分工进行解释。 而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技术制成品，其生产与低技

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存在很大差异，规模经

济、不完全市场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等是这些产业国

际分工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在现代国际贸易体系

中，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产品内分工越来

越明显，一种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生产环节由不同

企业甚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生产，这种生产模式使得

中高技术制成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此外，ＩＩＴ 指数还显示中国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

易程度较低，其对外贸易的进口单向性逐渐明显；

ＲＢ２ 类资源性制成品的 ＩＩＴ 指数虽然在 ０．５ 以上，但
也是逐年下降，产业内贸易特征逐渐减弱，对进口贸

易的依赖逐渐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

高速经济增长是高能耗粗放式增长，从而造成了对能

源、土地的大量消耗，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和粮食。

５．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前文分别根据国际市场占有率（ＭＳ）、显示比较

优势指数（ＲＣＡ）、贸易竞争力指数（ＴＣ）和产业内贸

易指数（ＩＩＴ）等指标对中国 １０ 大类商品的贸易竞争

力进行了分析，但不同竞争力指标的含义和侧重点

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需要把这几个指标综合起来，
对中国商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全面评价，具体

结果见表 ７。

表 ７　 中国各类商品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指标 ＭＳ ／ ％ ＲＣＡ ＴＣ ＩＩＴ

ＰＰ 小，１．５６～２．２０ ＜ １ ＜ ０ ２００７ 年起＜ ０．５

ＲＢ１ 小，１．８１～６．４１ ＜ １ ＜ ０ ＞ ０．５

ＲＢ２ 小，２．０９～４．６１ ＜ １ ＜ ０ ＞ ０．５， 逐年下降

ＬＴ１ 大，１１．５７～３４．９６ ＞ １ ＞ ０ ＜ ０．５

ＬＴ２ 大，４．４５～１８．３３ ＞ １ ＞ ０ 大部分年份 ＜ ０．５

ＭＴ１ 小，０．３１～４．０９ ＜ １ ＜ ０ ＞ ０．５，逐年上升

ＭＴ２ 小，２．３２～９．０９ ＜ １ ＜ ０ ＞ ０．５，逐年上升

ＭＴ３ 大，２．０８～１４．０６ ２００５ 年起＞ １ ２００５ 年起＞ ０ ＞ ０．５

ＨＴ１ 大，２．２０～２７．０４ １９９８ 年起＞ １ 大部分年份＞ ０ ＞ ０．５

ＨＴ２ 小，１．５１～６．７９ ＜ １ ＜ ０ ＞ ０．５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由表 ７ 可知，综合来看，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

的低技术制成品（ＬＴ１ 和 ＬＴ２）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

优势，其国际市场占有率最大，ＲＣＡ 指数大于 １，ＴＣ
指数大于 ０，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对外贸易

的出口单向性表现很突出。 事实上，纺织服装、鞋
靴、陶瓷、玩具、塑料制品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

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主体，这与中国目前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状况相符合。
中国 ＨＴ１ 类高技术制成品（电子电力产品）和

ＭＴ３ 类中技术制成品（工程机械产品）的竞争优势

也越来越明显，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ＲＣＡ
指数和 ＴＣ 指数均显示由劣势转为优势，但 ＩＩＴ 指数

均小于 ０．５，其贸易格局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这说明

中国 １９９５ 年以来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也不可盲目乐观。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

高技术制成品的生产模式与低技术制成品存在很

大差异，其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生产流程往往分散

在不同企业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因此产

业内贸易特征突出。 中国之所以在 ＨＴ１ 类和 ＭＴ３
类产品方面逐渐拥有竞争优势，相当一部分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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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承接了这些中高技术制成品的低技术劳动密集

型生产环节，因为相比于其他中高技术制成品，ＨＴ１
类和的 ＭＴ３ 类产品的生产链中低技术部分的生产

能力比较容易实现国际转移（Ｌａｌｌ，２０００）。
此外，中国在初级产品 （ ＰＰ）、资源性制成品

（ＲＢ１ 和 ＲＢ２）、ＭＴ１ 和 ＭＴ２ 类中技术制成品以及

ＨＴ２ 类高技术制成品方面竞争力较弱，其国际市场

占有率较小，ＲＣＡ 指数小于 １，ＴＣ 指数小于 ０，进口

明显大于出口，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分析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年，中国出口商

品技术结构得到优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 部分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取得突破

性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基本成功；纯粹

依赖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出口规模已

很小，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不断增

加，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的中高技术制成品也有所突破，ＨＴ２ 和 ＭＴ３ 类产

品的发展态势良好，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 但我

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高度

重视。
第一，我国商品贸易的竞争力仍主要来自传统

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中国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仍

是最大的比较优势，这决定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仍是出口的主导产业。 今后我们的产业发展

政策应注意差异性，在发展传统低技术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同时，还需在某些中高技术产业重点突破，
以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

第二，出口商品的产业集中程度过高，主要集

中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中高技术制

成品，而技术含量较高的出口商品基本集中于工程

机械和电子电力产品（ＨＴ２ 和 ＭＴ３）。 出口产业过

度集中并不利于整体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中国之所

以在 ＨＴ１ 类和的 ＭＴ３ 类产品方面拥有竞争力，主要

在于承接了这些中高技术制成品的低技术劳动密

集型生产环节，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因此，
我们应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大力促

进各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努力抢占其价值链的

高端。
第三，进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主

导，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 因此，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可能并没有表

面上看的那么成功。 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认真

思考如何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使其

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樊纲，关志雄，姚枝仲．２００６．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

术分布［Ｊ］ ．经济研究（８）：７０⁃８０．
傅朝阳，陈煜．２００６．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Ｊ］ ．

经济学季刊（２）：５７９⁃５９０．
胡国恒．２００４．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 Ｊ］ ．

国际商务（３）：５１⁃５５．
黄满盈，邓晓虹．２０１０．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结构、比较优势

及其稳定性分析［Ｊ］ ．世界经济文汇（５）：７５⁃９０．
刘建丽．２００９．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竞争力变动与贸易政策分

析［Ｊ］ ．经济体制改革（２）：１２⁃１７．
平新乔．２００７．市场换来了技术吗？ ［ Ｊ］ ．国际经济评论（５）：

３３⁃３６．
文东伟，冼国明．２０１０．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与出口增长

［Ｊ］ ．经济学（季刊），９（２）：４６８⁃４９４．
姚洋，章林峰．２００７．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

分析 ［ Ｒ］ ．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工 作 论 文，
Ｎｏ． Ｃ２００７０１２．

杨汝岱，朱诗娥． ２００８．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Ｊ］ ．财贸经济（２）：１１２⁃１２０．

余道先，刘海云．２０１０．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

力分析［Ｊ］ ．世界经济研究（２）：４９⁃５７．
朱启荣．２０１３．工资变动对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竞争力的

影响［Ｊ］ ．世界经济研究（２）：４２⁃４７．
ＬＡＬＬ Ｓ．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５⁃１９９８［ 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８（３）：３３７⁃３６８．

４８

刘　 艳，王诏怡，黄　 苹：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与贸易竞争力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Ｓ， ＲＣＡ， ＴＣ ａｎｄ ＩＩＴ ｏｆ １０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ＬＩＵ Ｙａｎ１，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ｉ２， ＨＵＡＮＧ Ｐｉｎｇ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５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３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Ｌａｌｌ （２００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ＣＡ） ｉｎｄｅｘ，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ＴＣ）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Ｉ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１０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ｔｅ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ｋｅｓ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ｌｏｗ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ｔａｙ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ｍａｋ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ｓｏｍ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
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Ｆ７５２；Ｆ２２４．０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６⁃１０

（编辑：南　 北；段文娟）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

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科技论文在线》《国研网》《龙源期刊网》《教育

阅读网》《博看网》《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数据库》（ＣＥＰＳ，华艺数据库）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其中

《国研网》为选择性收录），论文在本刊发表后将通过上述数据库传播。
文章凡经本刊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代理该作品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

授权其他机构进行该作品电子版信息的网络传播。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 若作者不同意其作品收录入上述

或其他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我们可做相应处理。

西部论坛编辑部

５８

刘　 艳，王诏怡，黄　 苹：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与贸易竞争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