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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世界贸易格局日益出现深刻变化 � 产业内贸易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我 

国产业内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 同时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贸易的发展为我国产业内贸易创造了良好条 

件 ∀但我国贸易格局还基本上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 � 产业内贸易总体竞争力与发达国家 

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为此 � 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 发展与经济动态发展相一致的产业内贸易 � 

通过产业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 � 借以获取动态的国际贸易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 ∀ 

关键词 � 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 �竞争力指数 

中图分类号 �ƒ��� 文献标识码 �ϒ 文章编号 � ����2������������2����2��

  �� 世纪 �� 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理论开始了一 

场悄悄的革命 � 以产业内贸易理论为代表的不完全 

竞争贸易理论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前沿 ∀产业 

内贸易最初研究的是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 

的贸易 � 自 �� 年代以来 �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 

对外开放度的增强 �产业内贸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发展迅速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 �贸易格局 

日益出现深刻变化 �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收 

益的同时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在未来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 � 其影响将更为深远 � 并 

将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 从这个角度而言 � 

对产业内贸易进行较为深入研究是具有较高的理论 

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 

一 ! 产业内贸易及其衡量指标 

格鲁贝尔和劳埃德在5产业内贸易6一书中首先 

把国际贸易分为二大类 � 一是产业间贸易 � 即一国进 

口和出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 �二是产业 

内贸易 � 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产品 ∀ 

从理论上讲 � 产业内贸易或是指有类似要素投入的 

产品贸易 � 或是指消费有替代性的产品贸易 � 或是指 

既有类似要素投入又有消费替代性的产品贸易 ∀由 

于目前各国均按联合国5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6 

�≥♥× ≤�公布对外贸易的有关统计数据 � 按照该分类 

标准进行理解 � 产业是这样一些产品的集合 � 它们是 

按照国际标准分类至少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 �即至 

少属于同类 !同章 !同组的产品 ≈� ∀所以从统计的角 

度看 � 产业内贸易则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 

进口某种同类产品 �即按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至 

少前三位数相同的产品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 

中 � 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 � 如日本在向美国出 

口丰田 !日产 !马自达等品牌的轿车的同时也从美国 

进口福特 !林肯等其他品牌的轿车 ∀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可以用一定的指标来衡 

量 ∀ �� 世纪 �� 年代以来 � 沃顿 !米歇里 !巴拉萨 !格 

鲁贝尔和劳埃德等都建立了各自的衡量指标 ∀其中 

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衡量指标是根据格鲁贝尔和 

劳埃德提出的 ♣ ) ←指标进行计算 ≈� ∀ 他们假定 � 

若 ι 表示某一特定产品组合或产业 , Ξι 和 Μ ι 分别 

表示该产品组合或产业之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 

则从某一产业的角度来分析 ,该产业内贸易指数 Βι 

可以被描述为 : 

Β ι � � � 
⇐Ξι � Μ ι⇐ 
( Ξι � Μ ι) 

(�) 

其中 � [ Βι [ � ,若 Ξι � Μ ι ,则 Βι � � ,即所有贸易均 

为产业内贸易 ;若 Ξι � � 或 Μ ι � � ,则 Βι � � ,即所 

有贸易均为产业间贸易 ∀Βι 值在�到�的区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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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Βι 愈接近于 �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愈高 ,产业 

内贸易越发达 ; Βι 愈接近于 � � 则意味着产业内贸易 

程度愈低 ∀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衡量 �产业内贸易指数可 

以由不同产业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加权平均求 

得 �它表示一国产业内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 

重 ∀其计算公式为 � 

Β = � − 
Ε 

ν 

ι = � 

| Ξι − Μ ι | 

Ε 
ν 

ι = � 

Ξι + Ε 
ν 

ι+ � 

Μ ι 

��� 

式中 Β表示某国所有产品的综合产业内贸易指数 , ι 

表示该国 ν 个产业中的第 ι 个产业 ,其余各符号含 

义均与公式(�)同 ∀ Β 值介于 � 和 � 之间 , Β 越接近 

于 � ,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 Β 越接近于 � � 则意 

味着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 ∀ 

尽管 ♣ ) ←指标并非尽善尽美 �但总的来说 �Β 

是个比较理想的产业内贸易衡量指标 �也是目前在 

国际上较常使用的产业内贸易衡量指标 ∀在计算产 

业内贸易比重时 � 一般采用联合国5国际贸易商品标 

准分类6�≥♥× ≤�法 � 分为 � � � 类商品 � 也可以采用海 

关合作理事会颁布的编码协调制度� ♦ ≥�来分类 � 但 

在统计时往往要选取其中交易额较大的若干类商 

品 ≈� ∀ 

二 !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世纪 �� 年代以来 �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 � 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商品贸易 

总额由 ���� 年的 � ��� � � 亿美元增加到 ���� 年的 

� ��� �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 �� ��� � ∀ 更重要的 

是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以进出口工业制成品为 

主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长 

很快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我国对外贸易的决定因 

素 � 已从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的产业间贸易逐渐转 

变为重视产品差异和产品多样化的产业内贸易 ∀ 

�一�  我国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水平 

要了解我国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水平需先考察 

产业内贸易指数 �而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一定程 

度上与产品分类及统计方法密切相关 ∀ 

表 � 中我国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体情况可以看 

出 �近二十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比重在不断提高 ∀ 

此处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按上文提到的三位数标准国 

际贸易代码�≥♥× ≤� ) ) ) 划分产业计算得出 ∀其中 � 

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即 ≥♥× ≤ 是由各产业内贸易指 

数进行算术平均而得 � 而按 � 位数 ≥♥× ≤ 分类的产业 

内贸易算术平均指数中 � � � 类为初级产品产业 � � 

� � 类为制成品产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我 

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明显加深 �产业内贸易指数由 

���� 年的 � � ��� 提高到 ���� 年的 � � ��� � 但总体看 

来仍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 ���� 年 �不管是初级产 

品还是制成品产业全部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而到了 

���� 年 � 我国第 � 大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第 

� 大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产业已经转变为以产 

业内贸易为主 ∀ 总的来说 �我国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的产业基本上集中于制成品部门 �表明制成品部门 

的产业内贸易发展速度和比重都要大于初级产品部 

门 ∀与美国相比 � ���� 年美国的制成品就已转向产 

业内贸易 � 至 ���� 年 �除了第 � 大类�矿物燃料 !润 

滑油及有关原料�产业 � 其余产业均已以产业内贸易 

为主 �其中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高于初级产 

品 ∀而同期 � 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平均 

比重一般为 �� � 以上�除日本和澳大利亚� �而新兴 

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一般为 �� � ∗ �� � �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是新加坡等国 �有的甚至超过 

�� � ∀ 

表 1  各产业中产业内贸易指数算术平均值 ≈� 

国家 年份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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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 �产业内贸易水平与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 

人均收入水平越高 �人们的消费需求就越趋向多样 

化 � 对产品的差别化和专业化程度要求越高 � 导致产 

业内贸易比重不断增高 ≈� ∀ 近二十年来 � 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 ♣ ⁄° 

� ♣ ∉  ⁄∉⊆⊕   ⊃ ℘ ° ∉⊗∏ ℘  �国内生产总值�由 ���� 

年的 � ��� � � 亿元提高到 ���� 年的 ��� ��� 亿元 � 

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由 ���� 年的 ��� � � 元提 

高到 ���� 年的 � ��� 元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由 

���� 年的 ��� � � 元提高到 ���� 年的 � ��� 元 ∀ 收 

入水平的提高为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和市场条件 � 从而有利于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 � 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 � 我国总体经济实力仍处于中下水 

平 � 差距仍然很大 ∀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 

入水平确定了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总体水平位 

置 ∀ 

�二�  基于竞争力指数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分析 

尽管产业内贸易总量指标能反映一国参与国际 

分工的情况 � 但尚不能深入的反映一国产业内贸易 

比较优势 ∀为了更加准确考察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状 

况 � 更全面了解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及我国参 

与国际分工的情况 �此处引入竞争力指数并结合公 

式���对我国贸易状况进行如下分析 ∀竞争力指数 

计算公式为 �Χ ι � Ξι � Μ ι/ Ξι � Μ ι ,其中 Χ ι 表示 ι 

产业的竞争力指数 , Ξι ! Μ ι 分别表示 ι 产业的出口 ! 

进口金额 ∀一般认为 , Χ ι � � ,该产业具有竞争力或 

处于比较优势 ; Χ ι � � ,该产业缺乏竞争力或处于比 

较劣势 ;如果 Χ ι � � � 称之为中性竞争力或中性比较 

优势 ≈� ∀ 

由于我国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 � 故本文以商品 

进出口贸易额 �� 亿美元为基点 �选取了 �� 类交易 

额较大的主要商品进行计算 � 其结果见表 � ∀ 

表 �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主要商品的产业内 

贸易发展状况和竞争力状况 �此处采用海关合作理 

事会颁布的编码协调制度� ♦ ≥�分类方法来划分产 

业 � 分为 �� 类 ��� 章 ∀ 限于资料 �此处只能按 ♦ ≥ 

之章计算 � 就上述结果仍能进行不同产业的产业内 

贸易状况比较 � 但很显然产业内贸易指数偏高 � 且不 

能将两位数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同三位数商品的 

产业内贸易指数相比较 � 故此处 ′⊃仅代表产业内贸 

易发展状况 ∀由此 �可将我国进出口商品大致分为 

以下四种情况 ∀ 

���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良好� Β ι � � .�) ,商品 

有竞争力( Χ ι � �) 

这类商品包括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等类 ,谷 

物类 ,无机化学品 !贵金属类 ,棉花类 ,天然或养殖珍 

珠等类 ,钢铁制品 ,车辆及其零件 !附件类 ,钟表及其 

零件类 ∀这类商品往往能充分发挥我国资源禀赋优 

势 ,且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一方面 ,产品的生 

产可依托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成本的劳动力 

优势 ;另一方面 ,同类产品的交换可以满足人们对同 

类商品不同品种 !多样化品种的需要 ∀ 

(�)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良好( Βι � � .�) ,商品 

缺乏竞争力( Χ ι � �) 

这类商品包括矿物燃料 !矿物油等类 ,有机化学 

品 ,杂项化学品类 ,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类 , 

化学纤维短丝 ,木及木制品 !木炭等 ,羊毛 !动物毛 

类 ,铝及其制品类 ,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类 ,机电及电子产品 !电子设备类 ∀这类商品技术含 

量高 ,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高 ∀ 技术含 

量高的产业是产业内贸易的热点 ,技术密集型产业 , 

附加值高 ,需求弹性大 ,为产业内贸易发展提供了较 

大空间 ∀ 

(�)产业内贸易发展较慢( Βι � � .�) ,商品有竞 

争力( Χ ι � �) 

这类商品主要有蔬菜 ,皮革制品 !鞍具类 ,各类 

纺织制品及针织物 !服装类 ,鞋靴 !护腿类 ,陶瓷产品 

类 ,家具 !寝具 !灯具等类 ,玩具等类 ∀这类商品在我 

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多是我国传统的出 

口优势产品 ,对我国贸易顺差贡献大 ,是长期支撑我 

国出口规模的主要商品 ∀ 而且在这类产品中 ,各种 

纺织制品及针织物 !服装类 ,鞋类 ,玩具类 ,家具等 

类 ,皮革制品等商品的竞争力指数接近于 � ,有明显 

的比较优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服装 !鞋类出口国 ,虽然出口量多 ,但相当部分 

产品档次不高 ,出口价格低 ,从而降低了本国对外贸 

易利益且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出口规模的持久 ∀ 

(�)产业内贸易发展较慢( Βι � � .�) ,商品缺乏 

竞争力( Χ ι � �� 

这类商品主要包括矿砂 !矿渣及矿灰类 �肥料 

类 � 生皮及皮革类 � 纸 !纸板 !纸浆 !纸板制品类 � 化学 

纤维长丝类 � 钢铁类 �铜及其制品类及航天器 !航空 

器及其零件类等商品 ∀这类商品产业内贸易程度不 

高 !产品竞争力较弱 �多需进口该种产品 �而这类商 

品的主要进口品中一部分可用以弥补我国资源禀赋 

的缺口 � 而另一部分高技术产品也是我国技术水平 

落后 �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的弱项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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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商品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和竞争力指数 

编号 商品类别 

���� 

产 业 内 
贸 易 发 
展 状 况 
� Βι) 

竞 争 力 
指 数 
( Χ ι) 

���� 

产 业 内 
贸 易 发 
展 状 况 
( Βι) 

竞 争 力 
指 数 
( Χ ι) 

���� 

产 业 内 
贸 易 发 
展 状 况 
( Βι) 

竞 争 力 
指 数 
( Χ ι� 

��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等 � � ��� � � ��� � � ��� � � ��� � � ��� � � ��� 

�� 食用蔬菜 !根及块茎 � � ��� � � ��� � � ��� � � ��� � � ��� � � ��� 

�� 谷物 � � ��� � � ��� � � ��� � � ��� � � ��� � � ��� 

�� 肉 !鱼 !甲壳动物等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蔬菜 !水果 !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盐 !硫磺 !泥土及石料等 � � ��� � � ��� � � ��� � � ��� � � ��� � � ��� 

�� 矿砂 !矿渣及矿灰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物燃料 !矿物油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机化学品 !贵金属等 � � ��� � � ��� � � ��� � � ��� � � ��� � � ��� 

�� 有机化学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肥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浸膏 !染料 !油漆 !墨水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杂项化学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塑料及其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橡胶及其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皮革制品 !鞍具等 � � ��� � � ��� � � ��� � � ��� � � ��� � � ��� 

�� 木及木制品 !木炭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纸及纸板 !纸浆或纸板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羊毛 !动物细毛或粗毛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棉花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纤维长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纤维短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针织或钩编织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纺织制品 !成套物品等 � � ��� � � ��� � � ��� � � ��� � � ��� � � ��� 

�� 鞋靴 !护腿等 � � ��� � � ��� � � ��� � � ��� � � ��� � � ��� 

�� 陶瓷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等 � � ��� � � ��� � � ��� � � ��� � � ��� � � ��� 

�� 钢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钢铁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铜及其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铝及其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机 !电气设备 !电子类产品及其零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车辆及其零件 !附件等 � � ��� � � ��� � � ��� � � ��� � � ��� � � ��� 

�� 航空器 !航天器及其零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 � ��� � � ��� � � ��� � � ��� � � ��� � � ��� 

�� 光学 !照相 !仪器及设备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钟表及其零件 � � ��� � � ��� � � ��� � � ��� � � ��� � � ��� 

�� 家具 !寝具 !坐垫 !灯具等 � � ��� � � ��� � � ��� � � ��� � � ��� � � ��� 

�� 玩具 !游戏品 !运动用品及其零件 !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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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 我国的贸易格局还基本上是建立在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仍不 

发达 ∀ 一方面 �各种纺织制品及针织物 !服装类 �鞋 

类 � 玩具类 � 家具等类 � 皮革制品等竞争力较强的商 

品仍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 �在我国国际贸易 

中起着重要作用 �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是我国 

经济增长 !就业稳定和贸易顺差的重要保障 � 另一方 

面 � 有些商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较好 � 说明同一产 

业内部差异产品交换较多 �但事实上我国出口的多 

为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 �进口的是科技含量高的产 

品 � 总体竞争力不强 � 如机械 !电子 !电气类产业 ∀这 

点突出表现在发展较快的加工贸易中 � 核心技术零 

部件还是依赖进口 �竞争力不强 �同时 � 我国在一些 

资源类产品上还处于比较劣势 � 如矿砂 !肥料等 �而 

在资源型原料加工制品和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加工制 

品上国际竞争力较差 � 从某种程度上 � 多进口此类产 

品可以更大程度地享受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 ∀ 

三 !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成因分析 

产业内贸易理论解释认为 � 国与国之间发生产 

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产品的异质性 !规模经 

济优势及需求偏好相似性 ≈� ∀但产业内贸易不能脱 

离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而存在 �处 

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其产业内贸易发展状 

况各不相同 ∀结合以上分析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 

的主要成因如下 ∀ 

第一 � 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我国产业 

内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贸易商品结构的转 

变为我国产业内贸易壮大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 

来 �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 不仅 

国内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而且 

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贸易模式也有一定的转变 ∀ 

在出口贸易中 � 制成品出口额及其所占比重分别由 

���� 年的 �� � � 亿美元和 �� � � � � 增加到 ���� 年的 

� ��� � � 亿美元和 �� �� � ∀ 在进口贸易中 �制成品 

进口额及其所占比重也分别由 ���� 年的 ��� � � 亿 

美元和 �� � � � � 增加到 ���� 年的 � ��� � � 亿美元和 

�� � � � ∀在这一商品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下 �我国 

制成品对外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有了较大幅 

度的提高 � 即由 ���� 年的 �� � � � 上升到 ���� 年的 

�� � � � � �� 年之间就增加了 �� � � 个百分点 ∀ 

第二 � 源于弥补资源缺口和消费者对产品的多 

样化偏好的产业内贸易 ∀我国既是资源大国又是资 

源相对稀缺国 ∀有相当一些产业生产规模大 �加工 

能力强 � 是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 � 但原材料供应相对 

不足 � 如矿砂类 !木材 !羊毛 !生皮与皮革类 !塑料 !化 

纤类 !钢铁等 ∀还有一些产业虽然国内原材料资源 

充足 � 但质量不能满足高档产品需求 � 仍需进口优质 

原材料 �如优质棉花 !蚕丝等 ∀同时 � 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 � 物质资源的丰富 �消费者需求逐渐呈多样 

化 � 生产者以不同的产品质量 !特性 !提供独特的服 

务吸引消费者 � 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 从而促 

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第三 � 相似产品在生产技术上的差距带动了产 

业内贸易发展 � 我国与贸易伙伴国可以享受着一定 

程度的产业内贸易的利益 ∀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 

主要是在发达或领先的行业进行的 �我国虽然已形 

成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但在高科技方面仍有 

较大的差距 � 我国的外贸结构在高技术产品基础上 

的水平分工程度仍然很低 ∀因此在机械类 !车辆类 ! 

电机电气电子类产品的对外贸易中 �尽管经过多年 

的进口替代 � 国内已形成相当规模和销售网络 � 有一 

定竞争力 � 但机电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往往出口科 

技含量低的产品如缝纫机 !自行车等 � 而进口的则多 

为机电一体化的专用设备和各类数控加工机床等科 

技含量高的设备 ∀ 两国生产者在产品层次上分工 � 

依据各自的优势生产各自具有竞争力的差异产品 � 

然后进行交换 � 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需求 ∀ 

第四 � 加工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产业内贸易发展 ∀ 

�� 年代以来 �加工贸易在我国得到很大发展 �成为 

我国一大重要的贸易方式 ∀ ���� 年我国加工贸易 

进出口总额达 � ��� � � 亿美元 �占全国外贸进出口 

的 �� � � � � 由于加工贸易作为一种两头在外的贸易 

方式 � 只要这些加工程序不改变产品分类 � 这种进出 

口贸易就构成产业内贸易 ∀ 从发展趋势上看 �加工 

贸易仍将是我国未来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式 �并会推 

动我国产业内贸易进一步扩大 ∀但我国加工贸易总 

体发展水平较低 � 具体表现为加工程度不高 � 附加值 

和技术含量较低 � 这样的由加工贸易带动的产业内 

贸易 � 利用的还仅仅是我国劳动力资源这一传统比 

较优势 � 与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规模经济的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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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时 � 由于其原料进口 � 产品出口及对其他产业 

的前后向带动作用都较小 �从而可能造成产业内贸 

易的高估 ∀ 

第五 � 外商投资企业贸易的发展与产业内贸易 

密切相关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呈逐年增长 

的趋势 �而且递增的幅度非常大 ∀ ���� ∗ ���� 年 

中 � 在我国进出口额增长的 � ��� � � 亿美元中 � 外商 

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贡献为 � ��� � � 亿美元 �占了近 

�� � � � ∀而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是加工贸 

易 � ���� 年加工贸易占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总额的份 

额高达 �� � ≈� ∀因此 � 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加强了 

我国的加工贸易 �提高了产业内贸易指数 ∀ 随着我 

国入世 � 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 有更多的机会参与 

国际生产分工 � 从而促成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发展带 

动下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四 ! 几点启示 

目前 � 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基本上仍是以传统 

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 � 突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 

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 产业内贸易仍不发达 � 与发达国 

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而在国际贸易格局日益出现 

深刻变化的今天 � 我国经济要实现同世界经济贸易 

的全面融合 � 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 � 不但要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 � 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 

更重要的是打破传统理论束缚 �发展与经济动态发 

展相一致的产业内贸易 �通过产业内贸易参与国际 

分工和国际贸易 � 借以获取动态的国际贸易优势和 

国际竞争优势 ∀ 

第一 � 应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 以产业结构促 

进贸易结构的升级 �进而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 

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的转变 �实际上正反映 

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类同性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演 

变 ∀同时 � 产业结构的调整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 

心内容 � 只有通过产业结构升级 � 发展一系列技术相 

对密集的产业 � 才能扩大产业内贸易的市场 ∀因此 � 

我国政府应一方面结合自身实际选择主导产业 �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 � 创造产业竞争优势 � 另一方面加快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促进与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差 

异产品贸易发展的同时 �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 

造 � 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 

第二 � 政府应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管 !政策引导 

和升级 � 提高我国产业内贸易质量和水平 ∀ 客观地 

讲 � 加工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同时也 

是我国进行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方式 �但是/ 大进大 

出0的加工贸易在统计上表现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 其 

质量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 ∀ 因此 �政府对加工贸易 

的监管 !政策引导和升级等问题的解决 � 是提高我国 

产业内贸易质量的关键 ∀ 

第三 � 充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 � 提高我国产业内 

贸易水平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存 

在与发展 ∀ 我国应该鼓励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企 

业 � 一方面对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 

国家进行水平一体化的跨国投资 � 形成规模经济 � 增 

强产业内贸易 � 另一方面 � 通过对一些经济发展水平 

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一体化投资 �加 

大我国产业内贸易份额 �使我国的一些产业继续保 

持规模经济优势 ∀ 

第四 � 应该强调的是 �在产业内贸易中 �各国的 

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特定竞争优势 �而不像 

产业间贸易那样 �首先表现为国家的竞争优势 ∀ 因 

此 � 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角 � 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差 

异产品 � 培育特定优势 ∀同时 � 应该加深对规模经济 

的认识与实践 � 增强企业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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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昌君 �遵循动态比较优势 ) ) ) 中美两国产业内贸易对比实 

证分析≈♠  �国际贸易 ����� ���� ��� �� � 

≈�  张烨 �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水平分析≈♠  �福州大学学报 � 

���� ���� ��� �� � 

≈�  王炳才 �中国 �� 年代外贸优势及战略和政策选择≈♠  �世界经 

济 ����� ����� ��� �� � 

≈�  °ℑ∏ ⊂ ″ � ↔  ∏∩⊆ℑ∈ � ↑ ℑ∏  ⊃ ℘ ⊕ ↓ℜ  ∅⊕ ⊂⊗�♥∈ ⊕  ∈ℑ  ⊃ ∉∈ℑ ⊂ ∞℘ ∉∈∉⊆⊃ ℘  

× ∪⊕∉ ∧ ℑ∈⊗ °∉⊂ ⊃ ℘ ∧ ƒ⊃ ∅  ∪ ∞⊗ ⊃  ⊃ ∉∈ ≈ ↑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 � 

≈�  李俊 �产业内贸易理论 !政策与实践≈ ↑  �广州 �广东人民大 

学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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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ℑ   ⊃ ℘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ℑ  ⊃ ℘ ⊃  ∧ ⊃ ∈ ℑ   ⊕  ⊕  ∏  ∈ � ℑ 

∈⊕⋅ ℑ∠∠  ⊃ ℑ ℘ ∪≈♠  � ∞℘ ∉∈∉⊆⊕   ⊃ ℘ ℑ����� ����� ���� ��� � 

ϒ∈ ⊕⊆∠ ⊃  ⊃ ℘ ℑ ⊂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 ∉ ∅ ≤∪ ⊃ ∈ℑ 

← ♥ ≠⊃ 2∨∪ ⊃� ←∝ ↓ ÷⊃ ℑ∉2⊂ ⊃ ∈∩� ≠ ϒ →♣ ♦ ∏ℑ ⊃ 2ℜ∉∈∩ 

�≤∉⊂ ⊂⊕ ∩⊕ ∉∅ ℜ∏  ⊃ ∈⊕  � ≤⊕∈  ℑ ⊂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 

ϒℜ   ℑ℘  �× ∪ ⊃ ∠ℑ∠⊕ ⊃ ∈√⊕   ⊃ ∩ℑ  ⊕  ∪⊕ ℑ ∧ ⊆ ⊆⊕   ⊃ ℘⊃⊆∠ℑ℘ ∉∅ ∩∉∉⊗ ∈⊕⋅ ℑ∈⊗ ℜℑ⊗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ℜ∧ ∞♣ ϒ ″ ≤ ♦ ∅∉℘ ∉∠∠⊕ � ∉∧ℜ⊕ ℑ∈ ℑ∈⊗ ⋅∪⊕ ℑ  ⊕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ℑ ℜℑ⊗ ∈⊕⋅ ∪ℑ ∩  ⊕ ℑ  ⊕ ⊃⊆∠ℑ℘ ∉∈ ⊆ℑ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ℜℑ ∩ℑ ⊃ ∈⊕  ℑℜ∉∏  ∪ ⊃ ∠∪⊕∈∉⊆⊕∈∉∈ ℑ∈⊗⊗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  ∪ℑ  

∉∏ ⊂∉℘ ℑ ⊂∅∏  ∏  ⊕⊃ ∈√⊕   ∉ ∪ℑ√⊕ ∪⊕ ⊆⊃ ∈⊗ ∉∅ / ∉√⊕  ℘ ℑ  ⊕ 0 ∏∈⊃ √⊕   ℑ ⊂ ⊂∧ � ⋅∪ ⊃ ℘ ∪⊃  ∪⊕ ⊆∉  ⊃⊆∠∉  ℑ∈ ⊕ℑ ∉∈  ∉ 

⊃ ∈ ⊕  ∠ ⊕ ⋅∪∧ ℜℑ⊗ ∈⊕⋅∪ℑ∩  ⊕ ℑ  ⊕ ⊃⊆∠ℑ℘ ∉∈ ⊆ℑ ⊄⊕  ℑ℘  ⊃ √⊃  ⊃ ⊕  ∪ℑ∈ ∩∉∉⊗ ∈⊕⋅� ϒ⊂ℑ ⋅⊕⊃ ∈ ⊕  ∠ ⊕  ∪⊕ 

⊗ ⊕⊆∉∈   ℑ  ⊃ ∉∈ ∉∏  ∠∏  ⊃ ∈ ⊗ ⊕  ℑ ⊃ ⊂� 

↔ ⊕∧ ⋅∉ ⊗ � ∅∏  ∏  ⊕  ⊆ℑ ⊄⊕  � ∩∉∉⊗ ∈⊕⋅�ℜℑ⊗ ∈⊕⋅�ℑ ∧ ⊆ ⊆⊕   ⊃ ℘⊕ ∅ ∅⊕ ℘ � ∞♣ 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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ϒ∈ ℑ∈ℑ ⊂ ∧ ⊃ ∉∈ ⊃ ∈  ℑ 2⊃ ∈⊗ ∏    ∧   ℑ⊗ ⊕ ∉ ∅ ≤∪ ⊃ ∈ℑ 

≠ ∝ ∞ ≠⊃ 2⊗ ⊃ ∈∩� ←↓ →♣ ♠∏ℑ∈2⊇ ⊃ ⊕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ϒℜ   ℑ℘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 ∉∈ℑ ⊂   ℑ⊗ ⊕�⊃ ∈  ℑ 2⊃ ∈⊗∏    ∧   ℑ⊗ ⊕⊃ ℜ⊕ ℘ ∉⊆2 

⊃ ∈∩ ⊆∉ ⊕ ℑ∈⊗ ⊆∉ ⊕⊃⊆∠∉  ℑ∈⊃ ∈ ⊃ ∈ ⊕  ∈ℑ  ⊃ ∉∈ℑ ⊂   ℑ⊗ ⊕� × ∪ ⊃  ∪⊕  ⊃  ⊕ ⊂ℑℜ∉ ℑ  ⊕  ∪⊕ ℘ ∉∈℘ ⊕∠∉∅ ⊃ ∈  ℑ 2⊃ ∈⊗∏    ∧ 

  ℑ⊗ ⊕ ℑ∈⊗⊃  ⊃ ∈⊗ ⊕¬ � ∪⊕∈ ℑ∈ℑ ⊂∧∨⊕  ∪⊕ ∠  ⊕  ⊕∈ ⊃  ∏ ℑ  ⊃ ∉∈ ∉∅⊃ ∈  ℑ 2⊃ ∈⊗∏    ∧   ℑ⊗ ⊕ ∪ ∉∏∩∪ ∪⊕⊃ ∈⊗ ⊕¬⊕ ∉∅⊃ ∈  ℑ 2 

⊃ ∈⊗∏    ∧   ℑ⊗ ⊕ ℑ∈⊗℘ ∉⊆∠⊕  ⊃  ⊃ √⊕∈⊕  � × ∏  √⊕∧  ∪∉⋅ ∪ℑ  ∪⊕ ⊕ ℘ ∉∈∉⊆⊃ ℘⊗ ⊕√⊕ ⊂∉∠⊆⊕∈ℑ∈⊗  ∪⊕  ⊃  ⊕ ∉∅⊃ ∈℘ ∉⊆⊕ 

⊂⊕√⊕ ⊂ ⊂ℑ∧  ∪⊕ ⊆ℑ  ⊕  ⊃ ℑ ⊂ ℜℑ ⊃ ∉∅ ∪⊕ ⊗ ⊕√⊕ ⊂∉∠⊆⊕∈ ∅∉⊃ ∈  ℑ 2⊃ ∈⊗∏    ∧   ℑ⊗ ⊕� ϒ ∈⊗ ∪⊕⊃⊆∠ ∉√⊕⊆⊕∈   ℑ⊗ ⊕ℑ∈⊗ ∪⊕ 

∅∉ ⊕ ⊃ ∩∈ ⊃ ∈√⊕   ⊆⊕∈⊕∈ ⊕  ∠  ⊃  ⊕   ℑ⊗ ⊕ ℘  ⊕ℑ  ⊕ ∪⊕ ∩∉∉⊗ ℘ ∉∈⊗ ⊃  ⊃ ∉∈ ∅∉ ∪⊕⊃ ∈  ℑ 2⊃ ∈⊗∏    ∧   ℑ⊗ ⊕ ∉∅ ∉∏ ℘ ∉∏∈  ∧ � 

′∏  ∪⊕    ∏ ℘  ∏  ⊕ ∉∅⊃ ∈ ⊕  ∈ℑ  ⊃ ∉∈ℑ ⊂   ℑ⊗ ⊕ ∉∅ ∉∏ ℘ ∉∏∈  ∧  ⊕⊆ℑ ⊃ ∈ ⊆ℑ ⊃ ∈⊂∧  ∪⊕⊃ ∈ ⊕  2⊃ ∈⊗∏    ∧   ℑ⊗ ⊕ ∉∈  ∪⊕ ℜℑ ⊃  

∉∅⊂ℑℜ∉ 2℘ ∉∈℘ ⊕∈  ℑ  ⊕⊗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2⊃ ∈⊗∏    ∧   ℑ⊗ ⊕⊃   ⊃ ⊂ ⊂ ⊂ℑ∩  ℜ⊕∪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  ℑ∈⊗ ∉∠ ⊃⊆⊃ ∨⊕ ∪⊕   ∏ ℘  ∏  ⊕ 

∉∅⊃ ∈⊗∏    ∧ �⊗ ⊕√⊕ ⊂∉∠⊃ ∈  ℑ 2⊃ ∈⊗∏    ∧   ℑ⊗ ⊕⊃ ∈ ℑ℘ ℘ ∉ ⊗ ℑ∈℘ ⊕ ⋅⊃  ∪ ∪⊕⊕ ℘ ∉∈∉⊆⊃ ℘ ⊕∈⊗ ⊕∈℘ ∧ �ℑ∈⊗ ℑ⊄⊕∠ℑ   ⊃ ∈  ∪⊕⊃ ∈2 

 ⊕  ∈ℑ  ⊃ ∉∈ℑ ⊂ ⊗ ⊃ √⊃  ⊃ ∉∈ ∉∅⊂ℑℜ∉ ∪ ∉∏∩∪⊃ ∈  ℑ 2⊃ ∈⊗∏    ∧   ℑ⊗ ⊕� ∉ ℑ ∉ ∩ℑ ⊃ ∈  ∪⊕ ∠  ⊕∠∉∈⊗ ⊕  ℑ∈℘ ⊕ ∉∅⊃ ∈ ⊕  ∈ℑ  ⊃ ∉∈ℑ ⊂ 

  ℑ⊗ ⊕ ℑ∈⊗⊃ ∈ ⊕  ∈ℑ  ⊃ ∉∈ℑ ⊂ ℘ ∉⊆∠⊕  ⊃  ⊃ ∉∈ � 

↔ ⊕∧ ⋅∉ ⊗ � ⊃ ∈  ℑ 2⊃ ∈⊗∏   ∧   ℑ⊗ ⊕�⊃ ∈  ℑ 2⊃ ∈⊗∏    ∧   ℑ⊗ ⊕⊃ ∈⊗ ⊕¬ �℘ ∉⊆∠⊕  ⊃  ⊃ √⊕∈⊕  ⊃ ∈⊗ ⊕¬ 

≈编辑 � 汪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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