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突出，

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方式。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

经济贸易的成长，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加工贸易对吸引外资、技术进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加工贸易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培训了熟练的劳

工队伍，拓宽了国际市场渠道，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水平，并通过知识外溢、传染

效应、干中学效应等提高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文使用大量数据、图表和统

计资料．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大量的数据分析，对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进行深

入的剖析，详细阐述了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道：乘数效应、引资效

应、就业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及人力资本效应。由实证结果可知，

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很快，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如何进一步扩大加工贸易的动

态利益对于扩大我国的外贸出口，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共分为六章。本文的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思路

和方法等。第二章主要明确加工贸易的定义，特点及发展状况。通过明确加工贸

易的一些基本概念，从而对加工贸易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下一步的研究作基础。

第三章和第四章即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着重于阐述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盏，并

根据1991年到2004年间的相关统计数据就我国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

道进行了实证分板a而实证检验主要是采用了协整检验，从定量的角度说明了加

工贸易通过乘数效应、引资效应、就业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及人

力资本效应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第六章分析了我国发展加工贸易动态利

益存在的问题。第六章对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加工贸易的动态利

益，并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

关键词：加工贸易；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协整检验；技术进步{产业升级



Abstract

Since the application ofreform and open-up policy,precessing trade has undergone

a fast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ecome the leading trade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which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our national economy．

Processing Trade plays all important role in attracting FDI，improving technology,

increasing 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China's economy．Processing

trade can attract a lot ofFDI，offer plenty ofjob opportunities，train many skilled labors。

enlarge international channel and bring advanced technology which enhanced domestic

technology level through knowledge spillover,contagion and learning by doing effects．

Wim planty of historical data,various charts and statistic guidelines and based on

logical reasoning and living examples，this paper deeply research the dynamic gains of

pmcessing trade，including multiplier,FDI，employment,technical advances，industry

upgrading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mechanisms．From the empirical results，we

know that thougll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has developed with high speed，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existed，So it is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to exploit and enlarge

dynamic gains ofprocessing ll'ade．

Tbis paper includes six chapters．Chapter l make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 on

documents and research reviewed．Chapter two mainly talks about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rocessing trade，which provides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Chapter 3 and chapter 4，which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paper,mainly research various kinds of the mechanisms of Processing

Trade，which influence economic growth．Moreover,this chapter has done empirical

analysis on six channels of dynamic gains of processing 7ad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1 to 2004．When analyze each channel of the processing lrade，we use the

CO-integrated method to analyze the degree of processing trade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of our couna'y through multiplier,FDI，employment,technical advances，

industry upgrading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mechanisms．Based on the former

chapters，chapter five and six put forward some congruent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our processing trade．

ne main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probe the dynamic gains of processing

trade throu曲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demonstrate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six channels by using econometrics．

Key words：Processing trade；Economic growth；Empiileal analysis；Co-integration

analysis；Technology advance；Industry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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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绪论

1．1本文选题的意义

本文选题来源于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贸易保护成本估计的理

论模型，经验分析、政策措施》(NCET__04一0619)。

当前，在世界经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芨展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各国

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己

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发展贸易“互通有无”的意义。国际贸易已由过去直接出口本

国生产的产品，逐渐转向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然后加工制造、再出口。

加工贸易在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出口，

增加就业等方面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通过积

极参与国际分工，有效地发挥本国的自身比较优势，使加工贸易成为促进一国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贸易方式。除此之外，加工贸易在提

高吸引和利用外资、改善和增强投资环境、加快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上，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并在逐步成

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鉴于以上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详细分析加工贸易的动态

利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不仅对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进行了定性分析，而且

利用相关数据对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动

态利益的发展状况，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1．2相关理论、实证研究综述

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问题，很早便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很多西

方经济理论为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学术界对加工贸易

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包括加工贸易的理论研究、加工贸易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加

工贸易发展特点的研究和加工贸易所产生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等方面。研究方法主

要包括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数据分析、定量及定性分析等。本节主要就是回顾

加工贸易相关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1．2．1 NT贸易动态利益的相关理论

1．2．1．1 “剩余产品出口”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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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及实证研究

长之间关系这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中，斯密强调了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一个是分工，它可以

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资本积累。尤其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成为

后来国际贸易理沦发展的基石。他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

要因素，但是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而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

展的显著标志，因此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

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

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则是直接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该

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的客观现实：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

的失业和剩余资源，其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另一方砸，国际分工和专业

化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利，因而，固守专业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主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

不是国内资源的供给优势或比较成本)来安排出口产品的生产，打破国际分工和

专业化的限制，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来发展出口部门，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总

福利，以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

1．2．1．2加工贸易的比较成本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成本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真正基础在于各国在参

与国际分工活动中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即一个国家在几种都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中，

应当只生产最有利的产品；而在几种都存在绝对劣势的产品中，则应生产不利程

度最轻的产品。这样可以使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都

能取得比自己以等量劳动所能生产的更多的产品，从而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给

交换的双方都带来利益。加工贸易作为国际分工的阶段性自然产物，虽然不是根

据“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在某一国内完成产品的生产，而是在跨国

界甚至全球范围内把具有相对优势的要素结合起来，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合理布点t并将产品的增值利益按要素的比较成本分配到生产各环节，

这是比较优势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进一步贯彻和作用。按比较优势论的贸易

原则，在国际分工过程中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或领域，尤其是世界上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一条捷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和不同发展中国家，其资源禀赋

各不相同，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也有差距，即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各国生产发

展具有不平衡性。正是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国要利用自己的比



f．绪论

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发展本国经济。所以，作为国际分工形

式的加工贸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因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国

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并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而发展成为未来国际贸

易的主流。

1．2．1．3 “增长引擎”理论

“增长gl擎”理论(the Engine of Growth)最先由经济学家罗伯特逊

(Robertso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20世纪50年代，拉格勒蚋克斯(RNurkse)

又将其进一步补充和发展。纳克斯具体研究了19世纪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关系，

得出如下结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的配置

的手段，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动机)”。钱纳里(H．B．Chenery)、沃尔什

(B．M．Walsh)等经济学家对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跃的历史资

料进行研究，同样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对外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

直接联系，进出口贸易增长快，经济增长也快； 反之，进出口贸易增长馒，经济

增长也慢。只有发达国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进口增长率，发展中国家才有

可能通过国际贸易促进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初级产品出口的

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强，极易被发达国家的需求所牵制，难以在国际贸易中

求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重新选择国际贸易战略，调整比较利益结构，通

过各种途径扩大国际贸易，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进

程。国际贸易能否对经济增长起到引擎的作用，还需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

析和判断

1．2．1．4国际贸易动态效应理论

国际贸易除了能够使世界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使参与贸易的各方

都能直接得益外，还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动态的影响。最早注意到国际贸

易的动态效应的是约翰·穆勒(John，Mill)。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

一种是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

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

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另

一种是间接利益，即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新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

并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从而刺激储蓄的增加和资本的积累。他指出，国

际贸易有间接的作用，应该看作是更商一级的利益。一是市场的每一次扩大都具

有改进生产过程的趋向，有利于生产国家采用更广泛的分工，更多地使用机械，

而且更有可能地改进生产过程中的发明和创新。凡是能使某种物品在同一地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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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生产的事物，都有助于普遍增加世界上的各种生产力。还有一种考虑主要用

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某一民族会因为其全部爱好已经得到充分满足，而处于

沉寂、怠惰、未开化的状态。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欲望，也就不能发挥自己的全

部生产力。开展对外贸易，可以使他们开始知道各种新的物品，或者使他们较易

获得从前投有想到可以得到的各种物品。这种引诱，有时会在由于人民缺乏干劲

和报复面具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引起一种产业革命：引诱过去满足于少数舒适品

和少量工作的人们，为了满足他们新的爱好而更加勤奋地工作，甚至为了将来能

够更加充分地满足这些爱好而积累金钱和积累资本。

1．2．1．5技术差距与技术进步理论

技术差距理论最初由波斯纳(Posner，1961)提出。该理论的基础是“创新”，

尤其是模仿创新对出口的影响。当一项新产品被开发并在国内市场有利可图时，

创新的公司取得了暂时的垄断，并且能轻易进入外国市场。晟初，该国的出口是

上升的，然而，创新公司的利润促进了其他国家的模仿。当创新国的新产品被他

国模仿之后，便失去了其在产品上的绝对优势。创新一模仿的～个新的周期又将

会在另一个新产品上开始，并且创新国可以在新一轮产品上有一个短暂的垄断优

势。技术进步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做和学(Learning by Doing)以及

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Development)。研究和发展是保持技术垄断优势的源

泉，产品的创新国只有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开发，才能保持在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并

且能够研制出更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技术差距和技术进步理论也可以用来指导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在劳动

资源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就具有出口

优势，因此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仍以加工和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是随

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增强，我国

的加工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只有发展出新的产品或新的

加工工艺，并能够产生国际间的技术差距，这种新产品和新工艺才具有竞争优势

和出口优势，才能扩大海外市场。要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加大技术研究与产品

开发的力度，创造出不易被其他国家模仿的技术和产品。

1．2．2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实证研究

许多学者对加工贸易都做了细致的研究，肯定了加工贸易在促进我国经济发

展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1．绪论

张松涛。(2003)认为，加工贸易在中国20多年发展中，对我国工业化进程

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加工贸易出口额比进口额高出近580亿美元，说明加

工贸易在使用国内原材料、零部件，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增加出口附加值方面发

生了显著而积极的变化。汪五一o(2000)全面分析了加工贸易对我国民族经济壮

大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纺织、机械、电子、

化工等产业都得到了大幅增：改善了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产品结构在不

断升级，改善了外贸出131结构；三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带来了一批配套生产企

业，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我国企业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了就

业规模，增加了收入，带动了经济发展。

隆国强o(2002)对加工贸易理论进行发展。文中，隆国强用理论和实证分析

方法着重说明了加工贸易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新选择。

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化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

略提出严峻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面临着机遇。

在这种机遇下，创造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体制环境，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发

展中国家全球化条件下推动其工业化的一条捷径。

蔡宜斌。(2002)就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进出口，以此为

基础，他建立计量模型，计算加工贸易对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根

据模型数据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加工贸易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由负转正，从1981年的．1．9％提高到1998年的11．79％。

黄锦明磅(2002)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对加工贸易对经济的影响进行概述。他认

为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一是加工贸易推动我国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发展；二是加工贸易是发挥我国

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方式：三是加工贸易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四是加

工贸易的创汇作用；五是加工贸易提供就业机会；六是加工贸易推动我国东南沿

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七是)jⅡ-r贸易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调整及技术升级；

八是加工贸易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述可以看出，黄锦明对我国加工贸易

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

。张松涛：‘如何看待当前的外经贸形势'．中国经济导报，．1999年6月2日

。汪五一：t从经济全球化看我国加T贸易的发展’财绎科学，2000．1

。隆周强：‘加工贸易—全球化背最下业化新道路》，国家贸易．2002．7

。蔡宜斌：‘加．：【二贸易对我国经济增睦作用fl勺实自F研究》． 对外鲜济贸易实务，2002，5

。黄锦明：‘关于我国加T贸易的思考》．北京工商人学学撤．200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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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是指加工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和增加

收入的作用，对参与加工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的影

响。

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是多方面的，我们根据加工贸易自身的特点，把加工贸

易的动态利益归纳为六个作用渠道：乘数效应、引资效应、就业效应、技术进步

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及人力资本效应。针对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道，

我们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分别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

本文采用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的方法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动态

利益进行了实证检验。

1．4本文的篇章结构

本文共六章。第一章是导论，回顾了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相关理论，并做出

评价。第二章介绍加工贸易的定义，特点及发展状况。第三章是对加工贸易动态

利益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道。第

四章结合第三章的理论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进行

实证分析，利用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评估我国加工贸易动态

利益的发展状况。本文最后两章指明了我国加工贸易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进一

步扩大我国加工贸易动态利用的政策建议。

1．5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本人阅读了很多有关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文献及书籍，但专门阐述加工贸易

动态利益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系统地阐述了加工贸易的动态利

益，并且运用了协整的方法从实证角度具体分析了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

渠道。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加工贸易的相关数据比较难获得，在实证分析的时候采

用了一些代理变量。

6



2．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

2．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

2．1加工贸易的概念

2．1．1加工贸易的定义

从狭义上看，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做

法．特别是有较高关税或非关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或吸收外

商直接投资，采取了对以来料或进料方式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由海关实行保税

监管的办法，通过国内一定程度加工的做法，赚取一定的工缴费创汇。我国原外

经贸部1999年发布的外经贸部第314号文件《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中规

定：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

(下称进口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

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外商提供，即不需要付汇进口，

也不需要用加工费偿还，制成品由外商销售，经营企业收取加工费的加工贸易。

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加工

贸易．也就是说加工贸易是指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两种保税的方式，从国外进

口原辅材料，经过加工成品后再出口的方式。《办法》对加工贸易下的确切定义，

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目前，该定义是有存在的价

值的：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就是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投资

的方式把自身的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目，或者利用东道国现有的生产能力为

自己加工装配产品，之后从东道国运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销售渠道，将产品销

往国外。所以说，加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是国际分工深化和投资国际化的

必然产物，是资源利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的一种更高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贸

易方式。

2．1．2加工贸易的方式

从目前各地统计资料上看，加工贸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即来料加工和进

料加工。按照更加细化的程度分类，可以有目前的八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客商不作价提供加工装配所需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

件。我国承接加工装配的工厂利用现有的厂房、设备、水电、劳动力等，按照客

商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给外商运出我国，我方仅收取工缴费。

第二种形式：外商除不作价提供加工装配所需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

。编委组：t经济贸易臼皮书'，2003年．经济科学j1{版社．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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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外，还免费提供加工装配时所必须的全部或部分机器、设备。我方提供厂房、

水电、劳动力，并按外商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给外商运出我国，自行销

售，我方只收取工缴费。待加工装配合约到期后，客商免费提供全部或部分的机

器设备或归还给外商，或按照合同的规定解决。

第三种形式：外商不作价提供加工装配所需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

件，作价提供加工装配必须的全部或部分机器设备。我国加工装配工厂提供厂房、

水电和劳动力，并按照客商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给客商运出我国，由客

商自行销售。我方用赚取的工缴费分期分批偿还客商所提供的机器设备，在机器

设备的加快偿还完毕后，归我方所有。

第四种形式：外商不作价提供加工装配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我方除

了提供厂房、机器设备、水电、劳动力外，还提供mI装配所必须的辅助零部件

或辅料，辅助元器件，并按照外商的要求加工装配，成品交给客商运出我国，由

其自行销售。我国加工装配工厂除了收取工缴费外，所提供的辅助材料或零部件、

元器件作价向客商收取。

第五种形式：外商与我国外贸公司或有加工贸易经营权的企业签订加工贸易

合约，外商自己不提供加工装配所需要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而是

委托我国的外贸公司或加工装配企业，在我国境内代为购买加工装配所需的原材

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我方加工装配工厂提供厂房、机器设备、水电、劳

动力。除了向客商收取工缴费外，有关单位还要向客商收取为其代购的原材料、

辅料、零部件、元器件的货款。

第六种形式：对口合同。即外商与我国外贸公司先签订一份作价卖给中方的

外贸公司原材料的出口合同，中方以远期信用证支付价款：然后外商再与我方签

订一份由外商所提供的原材料加工为成品的进口合同，以即期信用证支付成品与

原材料之间的差额，即我方在不动用外汇的情况下赚取工缴费。

第七种形式：在养殖业方面，外商提供种子、鱼苗、及化肥、饲料，由国内

企业进行种植、饲养，有时还进行加工，产品交给外商销售，如养鳗鱼、淡水鱼、

种植蔬菜等等。这种做法，人们也称之为“来料种养”。

第八种形式：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从事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自行进口生产成

品所用的原料，产品全部出口。一般做法是中方企业自己用外汇购买原材料、设

备等，然后同外商签订销售合同．将所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往海外。

以上八种就是我国目前常见的加工贸易的形式。具体可毗概括所谓的来料加

工和进料加工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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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特点

我国加工贸易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己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多很多方面都表现

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事实上，加工贸易己经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高了我国

工业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增强了我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了我国

的出口，并对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2．2．1 外商投资企业是主体，民营企业正在增加

我国加工贸易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外商投资为推动力，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加工

贸易经营主体的发展阶段。加工贸易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加工装配活动，早

期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虽然很多从事来料加工的国内企业实质上是由外商投

资机器设备并进行生产管理的，但这些企业都挂靠在拥有外贸权的外贸公司下，

由外贸公司负责其进出口手续。上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

一直不高，1990年才达到28．8％。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来华投资逐渐进入高潮，

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如图l所示：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

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791．2亿美金，即超过一半，达到56．1％。2001年，外商投

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1769亿美会，占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2％。2004

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790．8亿美金，而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近81％，可见外商

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的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恨
粼
8

图1各类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年份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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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进料加工是我国目前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

我国加工贸易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1989年进料加工出口额首次超过来料

加工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额的53．1％。此后，进料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出口总

值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如表l所示，1999年我国进料加工进出口额为751．17亿

美元，占当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7 74％。2004进料加工进出口额为2594亿

美元，占当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9．1％。o这意味着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入了一

个更高的综合发展阶段，形成一种投资式的，而非单纯契约式的加工贸易。进料

加工是我国目前加工贸易的主力军。

表1 1995--2004年我国加工贸易分类总额以及主要构成所占比重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 出口总值 外贸比重 进料比重

1995 206．6 530．57 737．18 28．03％ 71．97％

1996 242t38 600 88 843．26 28．74％ 71．26％

1997 294．63 701．94 996．57 29．57％ 70．43％

1998 307．37 737．16 1044．54 29．43％ 70．57％

1999 357．65 751．17 】108．82 32．2僦 67．74％

2000 411．2 965．29 1376 5l 29．87％ 70．13％

200l 422．28 1052．05 1474．33 28．64％ 71．36％

2002 474．73 1324．53 1799．27 26．38％ 73．62％

2003 543．3 1875．2 2418．5 26．7％ 76．9％

2004 685．7 2594 3279．7 28．4％ 79．1％

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2．2．3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过渡

早期我国的加工贸易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

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

重越来越高。据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3269 7亿

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42．4％，占全困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8．3％。其中，

进口1614．3亿美元，增长35．3％，占全国外贸进口的比重达到28．8％；出口1655．4

亿美元，增长50．1％，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为27．9％，超出2003年2．7个百分点。

全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速高出全国外贸进出口增速6、7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增速相当，出口增速高出14．1个百分点，拉动外贸出口增长13个百分点。如图2

o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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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加工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已由1991年的19．55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

的1488亿美元。加工贸易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图2 加工贸易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R
帐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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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2．4加工贸易增值水平有所提高

口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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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高新技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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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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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的增值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加工贸易给该国

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重要指标。加工贸易的增值水平可以利用加工贸易增值率。来

表示，加工贸易增值率是加工贸易的出口净额占加工贸易出口额的比重。

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我国企业主要从事价值少、技术低的加工组装环节，

贸易方式以来料加工为主，因此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一直比较低，1990年仅为

10．96％。进入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大出大进”格局逐步改善，进料加工贸易

企业提高了国内料件的采购比例，9nI贸易国内增值率也呈现提高趋势。加工贸

易增值率的提高说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步

升级，效益水平得到改善。

表2列出了我国1991年到2004年间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从表中可以看出，

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4--1998年间，上升速度最为

明显。从1994年的19．8％上升到1998年的52．4％。到2004年我国加工贸易增值

率为52．88％，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优化。

o加工贸易增值率=(加_T贸易出u额一加丁贸易进u额)÷加工贸易进口顿×lO∞0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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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1-2004年我国／JUt贸易增值率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加工贸易出口额 加工贸易进口额 加工贸易增值率(％)

1991 324．6 250．27 29．7

1992 396．1 315．46 25．7

1993 442．5 363．67 21．7

1994 569．8 475．66 19．8

1995 737 583 8 26 3

1996 843．4 62l 6 35．4

1997 996．6 70I．5 4l 9

1999 104．4．7 685．7 524

1999 1108．8 735．8 50．66

2000 1376．9 925．24 48，71

2001 1474．5 939．87 56 89

2002 1799．4 1222．3 47．23

2003 2419 1628 9 49 43

2004 3279．9 2217．4 52．88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

2．2．5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我国加工贸易集中在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这5个沿海省市加工贸

易共占我国9H-r贸易出口和进口的80％以上。其中广东的加工贸易占全国的1／2。

据海关统计显示，2005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高达2921．2亿美元，占我国加工

贸易进出口总值的42．3％，江苏省加工贸易进出口达1468．5亿美元，增速高达

44．20／．。唿O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增值率和国内采购率的不断提高，加

工贸易逐渐改变了以往“大进大出”的格局，在形成跨区域采购网络的同时，沿

海地区产生了一些产业特征明显的产业聚集带。加工贸易产业中以中小企业为主

体、特色产业为支柱、区域集聚为支撑的产业群在我国十分普遍，特别是我国东

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在这些省份，很多相关联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

个地区，形成专业化集群产业。如在珠江三角洲的404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

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四分之一。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在全国的

地位突出，这与珠江东岸的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含广州、东莞、惠州、深圳等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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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几十个镇，规模都在3000亿元以上)，以及珠江西岸的电气机械产业集群的

发展(顺德、中山、南海、江门、珠海、广州等市的十几个镇，规模1300亿元)

是密切相关的。珠三角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26％。2004年，珠三角地

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5043．86亿元，电气机械产业产值3327．69亿元，机电产品出

口500多亿美元(占全国45％)，重要原因是集群经济的发展，在电子信息产业、

电气机械制造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形成了产业配套能力。长江三角洲环太

湖区、杭嘉湖地区、宁波、温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蚍个别市、县、镇或

村为范围，集中某种产品的社会化生产所形成纺织企业集群．表现出极强的活力

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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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T贸易动态利益的理论分析

3．1 加工贸易——乘数效应——经济增长
根据亚当-斯密的“剩余产品出路”学说，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

在若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用来生产产品以供出口，就为本国的剩

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

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这样这个国家可以很小的代价，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需

按照国内资源的供给优势或比较成本来安排出口生产，从而打破国际专业分工限制，

利用闲置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一国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净出口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地增

加。当利用剩余的资源生产加工贸易产品并出口时，获得了货币收入，这会使生产

加工贸易产品的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

乘数理论，最终使得由一次性的静态贸易利益增加的国民收入总量会等于最初增量

的若干倍。若再考虑由于生产的扩大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时，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会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加工贸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1年的574．87亿美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6497．3亿美元，

增长了约11倍。相应于此，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

42．36％提高到2004年的56．28％，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达60．3％。

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4164．8亿美元，增长27％；进口2740．3亿美元，增长

23．6％。加工贸易实现顺差1424．5亿美元，同比增加361．9亿美元。o我国对外贸

易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迅速增长，加工贸易是主要的支撑力量，它起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表3 1991-2004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

1991 574．87 1357．0 42．36％

1992 71】．56 1655．3 43％

1993 906．17 1957．0 41．2％

1994 1045 46 2366．2 44．18％

1995 1320 8 2808．6 47％

1996 1465 2899．8 49．53％

o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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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698．1 3251．6 50 22％

1998 1730．4 3239．5 50．42％

1999 1844．6 3606．3 51．15％

2000 2302．14 47429 48 53％

200l 2414．37 5096．5 47，37％

2002 3021．7 6207 7 48．68％

2003 4047．9 8509．9 48．57％

2004 6497．3 11545．5 56．28％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

3．2加工贸易——引资效应——经济增长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和投资是连成一体、不可

分割的。应当看到，我国加工贸易已不仅仅是一种贸易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与利

用外资相联系，是我国参与国际化生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FDI)为载体的，丽跨国公

司对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又是加工贸易。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对发

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与加工贸易的发展相伴而行的。加工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

也首先是通过作为其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出来的。加工贸易吸引了大量的

外商直接投资，而FDI活动经济外在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是技术的“溢出效应”。同

进出口贸易相比，直接投资引发的技术流动更具独立性，技术扩散的效果更为显

著。这种与加工贸易相联系的“溢出效应”明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品的

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中隐含了技术进步的因素，是技术和知识的载体。20多年

来，外资在中国投资从事加工贸易时，投入了大量的机器和设备。这些机器设备

即使不是最先进的，也往往高于我国原有设备的平均技术水平。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课题组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水平

达到母公司先进水平的占21％，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47％。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非尖端却又高于东道国原有技术水平的“适宜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有着积极

的作用。日本经济学家小泽辉智o(Ozawa，1971)和小岛清o(Kojima，1975)

在对日本60年代向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并转让成熟技术进行分析时认为，传统的

成熟技术容易被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并发挥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比较

。小泽辉智：‘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Ozawa．T， (1971)，TransferofTechnologyfrom JBpamto

DevelopingCountri薜t UNITAR，Businessr NewYorkpp3—35．

。小岛清。Kojima．K．(1975)．DiroctForeign．nv瞄t_II咖t：A Jap醐e辩ModelofMultinational BusinessOperations

New YorlL Praegcr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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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此外，通过掌握运用进口机器设备生产的技能，企业和操作者积累和获得

了相关的技术知识和技巧，提高了技能和能力，为技术的升级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定加工贸易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利用外

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_iI=!确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分析，从事加工贸

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1999年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

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已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的72．9％，比1998年增长

8．32％。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更大，1．7月份，外

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2360．28亿美元，同比增长44．2％，占同期加工贸

易进口总额的81．6％。其中出口1337．33亿美元，占同期加工贸易出口的81．1％；

进口982．95亿美元，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口的92．2％。中国通过吸收外商投资企业

的加工贸易，承接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及一

些中等技术产业，进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性和升级。从总体上

看，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分别约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的90％，加工贸易的

发展既是我国吸收外资取得重大成就的体现，也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

3．3加工贸易——就业效应——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新增加的投资会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增加。生产资料部门由于需

求增加，就业人数以及人们的收人也随着增加。随着收人提高，生产资料部门的

消费也增加。消费的生产部门的就业和国民收人也随着增加。凯恩斯的追随者在

国内乘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的出口就像

国内新增投资一样，也能起到增加就业的作用。当商品和服务对国外出口时，本

国相应部门的就业量就能够增加。由于关联效应，该部门能带动其他部门就业的

增加。如此循环下去，就业也会成倍地增加。加工贸易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的

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来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其出

口带动就业增加的效果比较显著。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度，据估算，目前我国尚有上亿的富余劳动

力，城镇真实失业率高达13％一15％。我国劳动力供给与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农村

剩余劳动力、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和新增的劳动力。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材料显示，

2004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24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比较保守。

实际上．2004年城镇需要就业和再就业的人数为4490万。今后15年，我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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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要创造1500万个工作机会囝。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大量下岗工

人，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下降，

决不好，不仅会使劳动力资源大量浪费，

增长的大好局面。

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问题解

而且可能威胁社会安定，破坏经济持续

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多

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

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咀使国民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百万个就业

机会。我国的加工贸易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据有关部门的估计，从事加工

贸易的企业14万多家，加工贸易提供了至少3500万个就业机会。在当前我国就

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下，,自a-r贸易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极富意义的。根据张华初等

学者对加工贸易人数的估算，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

1992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有2804万，1994年突破3000万，2002年已达到了4000

万，2004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达5482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展加

工贸易，不仅使当地的大量劳动力得到安排，而且还从内地接收了许多劳动力，

为增加就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广东省是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2005年全

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92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49．2％。目前广

东省已有11．2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为本省和内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收的就

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口。这些就业人员中外省占了大多数，主要来自广西、贵州、

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

3．4加工贸易——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有关加工贸易所带来的第四种动态利益是技术进步效应。目前我国以粗放经

营为主的增长方式已不适应现在生产力状况，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经济增长本身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原来的外延式增长，转向主要通

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挖掘现有能力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而实现的内涵式的增

长。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能够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升级

换代，使生产效率和效益得到最大化。因此，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且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器。

加工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扩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有重要作用。这种间

接扩散主要是通过所谓“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行的。溢出效应主要是指

与外国资本合作的东道国人员，在合作过程中学习到技术引进方的先进技术、管

。周天勇一‘中国城镇的失业牢究竟是多少》．财贸纤济一：2003年11月

。王丽瑛：‘发腱加工龇易情逢盛世，．世界#LflJ．鳟贸信息．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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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验和新观念等，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溢出有时是外出于合作正常或更好

地开展的需要而提供的，有时，则是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当地人员所接受和

学习获得的。比如，外国企业向中国采购中问产品，往往对规格，性能方面提出

更高的要求，会带动中间品产业的技术进步。示范效应意义更为广泛，它指当地

企业即使不直接与外资合作，也会在与外资企业的并存、竞争过程中改进自身的

技术与管理，并且，通过与相关产业的关鞋，使这种影响扩散到整个当地经济。

具体来说，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加以体现：

(1)传染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芬德瑞(Findlay)认为，技术如同传染病可以

传播得很远，接触的人越多，其传播速度就越快：一个国家越开放，从国外获得

技术的机会就越多。通过对外贸易这种方式，就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厂商提供了与

国外技术创新者(或获得者)接触和交流的平台，在了解国外产品信息和技术信

息的同时，新技术有可能被有效地复制出来。

(2)“干中学”效应。随着当今贸易的丌展，一种产品生产的国界变得越来

越模糊。由于几个或许多国家共同参与生产某一种产品的生产，这就加长了产品

的增值链条。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将产

品的加工和组装等工序转移到国外，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不断了

解、摸索和吸收国外同行的技术窍门，逐步掌握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先进技术，

提高了产品国产化率和生产能力。另外，加工贸易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贸易这一渠

道获取国外消费者对产品的反馈信息，改进产品的生产技术并优化产品的结构，

从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竞争效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以及国际间竞争不断加剧的

大背景之下，生产厂商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以避免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往往借

助于加工贸易这种方式来加速引进先进技术或者进口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资本品，

并从中学习和吸收国外同行的技术窍门，从而在某一方面拥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

另外，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能够给技术引进方带来超额利润，其他企业在追逐利润

最大化心理的驱动下，纷纷引进或模仿类似技术以分享技术进步的好处；而作为

技术创新者和引进方则会在其他企业模仿和创新的竞争压力下，引进更先进的技

术或对原先引进技术进行再次开发和创新。例如，新产品的加工贸易促成了技术

的传播，与技术创新国技术基础条件类似的国家开始仿制进口产品以替代进口，

从而扩大国内市场的份额，减少进口，最终逐渐增加出口。

(4)溢出效应。加工贸易还能辐射出所谓的。溢出效应”，也叫做“外部效

应”或者叫“自然技术扩散”，即指的是由外国公司子公司进入和存在引起当地公

司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生产力提高。而发展加工贸易能够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溢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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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由于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起着示范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存东道国所取得的

收益不会完全由跨国公司占有，东道国和当地企业会从中受益，受到积极影响。“溢

出效应”成为跨国公司自觉不自觉向东道国转让技术的主要通道。

3．5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
加工贸易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在加工贸易背景下，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不再仅仅是由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转换，而且还包含由同一产业内部的

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发展加工贸易不仅能实现

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结构调整，也最终能实现不同产业间的结构调

整。此外，加工贸易的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产业结构

的调整。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

优势，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提高了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了生

产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转移，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工贸易通

过引进了外国资本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进一步改善了出口商品结构，加快

了资源在产业间的转移，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业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了

产业结构升级。例如，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完成了服装、鞋类、玩具、箱包等传统

加工产品向机电产品的升级。加工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保险、运输、仓储等第二

产业中与此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改善了二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20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总体特征是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上

升，制成品出口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所占比重上升，加工贸易

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企业抓住亚洲“四小龙”开始向外

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由

以初级产品为主转为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跨国公司

以加工贸易形式投资的不断增多，加工贸易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取得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以电子、通讯、信息产品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份额上升。2004年加工贸

易中高新技术产品达到1488亿美元，占高新技术出口的89．89％。其中，深圳市利

用配套能力的优势，推动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升级，其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占出口总额比重达到20％。东莞市从事电脑信息产业的企业己有2800多家。东

莞利用“配套加工制造”这一独特优势，已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电脑信息产业加

工基地。珠江三角洲己成为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的中心地带。广东

省一大批已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的大型企业，如康佳、TCL、美的等

都是从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在广东省认定的1137家高科技企业中，以加工贸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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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占35％左右。

3．6 Jjn-r贸易——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是指蕴含于人体内的显性知识技能，即经过特定投资形成的蕴含于

人体之中的具有价值的知识、技术、信息，主要包括教育资本、技术与知识资本、

健康资本、迁移与流动资本。由于它是投资形成的，从而与物质资本一样具有资

本的属性。人力资本来源于教育和培训。

加工贸易企业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加工贸易企业对于员工进行教育和职

业培训的投资使得员工拥有不断增加和积累的知识和技术，这既是员工个人人力

资本的积累，也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提高。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加工贸易政策”

课题对企业的问卷调查，21．3％的被调查企业把员工送出国培训，85．4％的企业在

国内对员工进行培训，不对员工进行培训的不到被调查企业总数的9％。加工贸易

企业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适应国际化经营要求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了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很多实行了人才本地化战略，加工贸易企

业近80％的技术与管理人员来自本地招聘。大批本地员工走上技术与管理岗位，

他们的才能在实践中得到提高。这些人才的流动使技术与管理的扩散效应非常显

著。但加工贸易企业流出的技术与管理人才有近20％自主创业，近70％的技术与

管理人才到了外资企业，而到国营企业的不到lO％，这使得通过人才流动产生的

技术与管理的扩散的效应大打折扣。。因此，内资企业还需刨造吸引人才的机制与

环境。

所以，继续扩大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加就业，更为重要的是，可

以使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边干边学”的机会，从而加快我国人力资

本的积累。一个有机会成为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的劳动力，经过2-3年的实践，就将

成为一个熟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工人；这样，他的人力资本和那些整天

在农村无所事事混日子的人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我国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更多

的生产活动，将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带来这种学习机会。由加工贸易企业培训I出

来的熟练劳动工人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将生产活动向中国转移。这种良性循环将

不断进行下去。因此，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展我国的加工贸易将

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o张毕初，李永杰：‘论我国加t贸易的就业效应》，财贸绎济，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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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加工贸易乘数效应的实证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工贸易净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所以本文选取1991年一2004年的有关数据，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和检验对国内生产

总值(GDP)和加工贸易净出口总额(NXP)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本节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加工贸易净出口(NxP)

为解释变量。原始数据见表4。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报据可比价

格计算，GDP数据都按当年汇率换算成美元。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以更好地说

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提高模型的拟合效果，本文对GDP、加工贸易进出口取对

数，即用lrl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InNXP表示加工贸易净出口总额(NxP)

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5．0．

表4 1991-2004我国6DP及加工贸易净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GDP 加工贸易出口额 加工贸易进口额 加工贸易净出口额

1991 3977．6 324．6 250．27 74．33

1992 4690．2 396．1 315．46 80．64

1993 5987．62 442．5 363．67 78．83

1994 5715．8t 569．8 475．66 124．14

1995 6913．3 737 583．8 253．2

1996 8154．12 843．4 621．6 221．8

1997 9019．76 996．6 701．5 295．1

1998 9608．89 1044．7 685．7 359

1999 9911．94 ”08．8 735．8 373

2000 10801．5 1376．9 925．24 451．66

2001 11590．31 1474．5 939．87 534．63

2002 12660．51 1799．4 1222．3 577．1

2003 14098．59 2419 1628．9 780．1

2004 16493，69 32799 2217．4 1062 5

资料来源：历年统计年鉴

4．1．1单位根(unit root)检验

很多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的特点，如果实现不考虑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而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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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对非平稳数据进行线形回归，很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

即变量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线形关系，但相关的检验又很显著，从而导致这

种回归模型的结果毫无意义。因此，在协整分析前，我们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

验(unit root test)，检验变量是否平稳。单位根检验也就是单位根过程。一个非平

稳过程，如果经过d-1次差分仍然是非平稳过程，但经过d次差分后成为一个平稳

的，可逆的平均自回归过程，这样的过程是一个d阶单位根过程。只有同阶单位

根的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Cointegration)。本文采用ADF

(Augment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是目前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单位根检

验方法。

表5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柠验 ADF 大小 是舌 检验 ADF 大小 是否
变量 临界值 变量 临界值

形式 统计值 比较 平稳 形式 统计值 比较 平稳

C．0． C．0。 甲稳

．i128223 -2．71375I’ -3，酆】95I ．3．175352一
1 l

C．T． 不平 C，T，
LGDP -2．700872 _3．388330’ △GDP ，3．155226 -3 420030‘

1 穗 1

仉O， 0，0，
3．154l" -1 60蚴‘ ．1468814 -I．602074。

1 1

C．0， C，0。 甲稳

-0．612077 -2．71375I’ -3．791689 ．3．175352’’
- l

C，T． 不平 C，T，
LNXP ．2．241193 ．3．388330’ 厶NXP -4．158483 0．9333“¨

1 穗 l

0．0。 O，0，
2 48601 ．I 6D2922‘ ，1．176083 ．3 933364’

1 l

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古常数项，台常数项和趋{争项，滞后阶数。+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I％的显著性水平。△表示一阶差分。

从表5中可以看到，变量LGDP和LNXP原时间序列的ADF统计值都大于

10％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中，A GDP和A NXP

都小于相应水平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所以，两个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

单位根，都是平稳的，因此，LGDP和LNXP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位根，即LGDP～

l(1)，LNXP～I(1)，可以进行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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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协整(Cointegration)检验

本文采用Engle和Grmlgerl987年提出的E--G两步法，检验LGDP和LNXP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

第一步：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分别得到协整方程(长期均衡方程)：

运用Eviews5．0软件计算，其回归结果如下：

Log ODp：=6．399477+0．472517 Log NXP (1)

(36．46307) (15．30033)

R2=o．951239 F=234．1001 DW---2．031759

根据以上t值、F值、R2值、D．w值，可以看出，以上方程回归方程结果很

好。

第二步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记(1)式回归方程残差为e。。

协整关系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若残差序

列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协整的。反之则不是协整的。所以必须对残差

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方法也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6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C．0，l -7．523453 -41366⋯

e1 C，T．1 ．7103093 -49893⋯ 平稳

0，0，1 -7．5391 15 -2．7989⋯

⋯表示在l％的显著性水平。

残差序列e孙于I临界值水平，从而可吼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e．-I(O)。

表明变量LGDP和LNX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加工贸易净出口

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1)中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净出口(自

然对数)的系数为0．472517，即加工贸易净出口的弹性为0,472517，说明从长期

看来，加工贸易净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ODP就会增加o．472517个百分点。加

工贸易净出口与GDP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加工贸易的净出口能促进经济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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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加工贸易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逐步提高，外商投资流

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外

商投资作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能促进生产要素存量的增长，从而提高我国经

济的潜在供给能力：其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伴随行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

及其扩散和示范效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其三是利用外商投资在促进

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等经济结

构的提升，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总之，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己经

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并保持繁荣的重要源泉。

由于加工贸易企业中的外商投资数据无法搜集，我们可以把外商投资(FDI)

作为代理变量。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

从表7的数据可知，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945．7亿美元，

占国内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64．5％．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已

经占国内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72％。2004年的数掘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

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4．8％。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等内资企业的来料加

工主要也是由外资经营，那么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约占国内加工贸易进口、出口

的90％左右。

表7 我国各类企业在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年份 合计 金额
比重

金额 金额
比重 比重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1996 1465 945．7 64．5％ 499 5 34 l％ 20．8 1．4％

1997 1698．1 11149 65 7％ 556 32．7％ 27 I 1．6％

1998 1730A 1174．4 67 9％ 526．1 30 4％ 29 9 1．7％

1999 1844．6 1272．1 69％ 537．1 29．1％ 35．4 1．9％

2000 2302．14 1657．8 72％ 590．7 25．7％ 53．7 2．3％

200l 2414．37 1769 73．3％ 570．9 23．6％ 74．4 3．1％

2002 302I．7 2287．6 75．7％ 634 21％ 100．1 3．3％

2003 4047．9 3238 80％ 668 16．5％ 113．33 3．5％

2004 5497．3 4661 84．8％ 670 12．1％ 209 3．8％

资料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向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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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采用1990--2004年的数据为数据集，分别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

商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来分析外商投资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长

期关系。原始数据见表8。为更容易得到平稳，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这

种变换能够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并且不改变变量之闻的协整关系和短期调

整模式，从而提高估计的可靠性：同时，也可方便地考察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弹性。因此本节分别采用GDP和FDI的对数形式，分别记作LGDP和LFDI。采

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5．0．

表8 1991--2004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

协议直接投资项目数 协议直接投资金额 实际直接投资金额
年份

(个) (亿美元) (亿美元)

1991 12978 119．77 43．66

1992 48764 581．24 110．07

1993 83437 1114 36 275．15

1994 47549 826．8 337．67

1995 37011 912．82 375．2l

1996 24556 732．77 417．25

1997 21001 510．04 452．57

1998 19799 521．O 454．63

1999 16918 412．23 403．19

2000 22347 623．8 407．15

2001 26140 691．95 468．78

2002 34171 827．68 523．43

2003 41081 1150．7 535，05

2004 43664 1534 8 606．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档理而成

4．2．1单位根(unit root)检验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年的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ODP)和外商投

资(FDI)的数据，对两者的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的方法依然采用单位

根的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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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大小 是否 榆验 大小 是否
变量 ADF统计值 临界值 变量 ADF统计值 临界值

形式 比较 平稳 形止 比较 ’F稳

C，0， C，0．

．I．128223 —2．713751。 -3．孵1951 -3．175352‘‘

1 f

LODP △GDP

C，T， 不f C，T，

-2．700872 ．3 388330’ -3．155226 一，．175352’ ，F稳
1 稳 I

0，0， D，0，
3．154197 ．1．602922。 -I 468514 —3．175352’

I l

．2．728985‘
C．O， C，0。

-D420443 ·1．8344 ．2．747676‘
2 2

LFDl △FDI

：，T，
不平

C，T，
．1 28385 -3 420030‘ —1 478364 ．3．46079l’ iF稳

2
稳

2

D，0。 0，0．
1．571051 ．1．602074‘ 一l，656195 ．1．∞1144。

2 2

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古常数项，古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娃著性水’h△表求一阶差分．

从表9中可以看到，变量LGDP和Lf∞I原时间序列的ADF统计值都大于临

界值。因此，这两个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中，△GDP和A FDI都小于相

应水平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所以，两个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

都是平稳的，因此，LGDP和LFDI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位根，即LGDP～l(1)，

LFDI～I(I)，可以进行协整。

4．2．2协整(Cointegration)检验

本文采用E—G两步法，检验LGDP和LFDI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看则它

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首先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分别得到协整方程(长期均衡方程)：

运用Eviews5．0软件计算，其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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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GDP=6．188065+0．494258Log FDI (2)

(11．47875) (5．356431)

R2卸．705097 p 28．69135 DW=I．335368

根据以上t值、F值、R2值、D．w值．可以看出，以上方程回归方程结果较

好。

然后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记(2)式回归方程残差为白。检

验方法也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0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C，O，1 ．1．】37292 ．2．713751’

勺 C，T。1 ．4t331175 ．3 875320— 平稳

0，0，1 ．I．481434 -I．602922+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10可知，残差序列e：小于临界值水平．从而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即e2~I(0)。表明变量LGDP和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外商投资(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2)中可以看出，

外商投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O．494258，即外商投资的弹性为O．494258，说明

从长期看来，外商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就会增加0．494258百分点。外商

投资与GDP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外商投资的不断增加，GDP也

随之增长。

4．3加工贸易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缺乏加工贸易行业就业人员和职工人数的统计资料，无法对

加工贸易行业的产出与就业关系进行准确分析。考虑加工贸易主要是出口加工制

成品，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加工贸易的影响会比较明显，这里以历

年中国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来表示加工贸易的就业人数。笔者目前已经查找到的有

关我加工贸易行业就业人员数的惟一较为详细的资料是高越和曲建忠(2005)对

我国加工贸易就业人员数进行的初步估计，其结论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能促进就

业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估计方法是：N=(x／G)xM。其中，N表示加工贸易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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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总数，M表示工业就业人员总数，x表示加工贸易出口额，G表示工业生

产总值。我们用统计年鉴中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减去建筑业从业人员就得到工业

部门就业人数o。表11显示了我国1991．2004年加工贸易从业人员的具体情况。

表11 1991—2004我国加工贸易的就业人数

工业生产总 加工贸易出口 第=产业从业 建筑业从业 工业就业人 加工贸易就业
年份

值(亿美元) 颧(亿美元) 人数(万人) 人数(万人) 散(万人) 人数(万人)

1991 1518．1 324 6 14015 2482 11533 2466

1992 18“9 3961 14355 2660 11695 2484

1993 2454 7 442 5 14695 ]∞0 11645 2099

1994 22462 569 S 15312 3188 12124 3075

1995 2960 737 15655 3322 12333 307l

1996 34979 843 4 16203 3柏8 12795 3085

1997 390争9 996 6 16547 3449 13098 3338

1998 4032 8 1044．7 16600 3327 13273 3438

1999 423Lg 11088 16219 3412 12807 335I

2000 47l矗S 1376 9 16284 3552 12732 3717

2∞1 5Il吼6 1474 5 16219 3669 12550 3615

2002 5622j 17994 15780 3893 11887 3804

20∞ 6776．6 2419 16077 402l 12056 4303

2004 7589．6 3279．9 16920 4234’、 12686 548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接理而成

我们以1991-2004年为样本期，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被解释变量，加

工贸易的就业人数(EMP)为解释变量。为消除异方差，我们对变量分别取对数．

即用LGDP表示GDP，LEMP来表示EMP。

4．3．1单位根(unit root)检验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年的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ODP)和加工贸

易的就业人数(EMP)的数据，对两者的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的方法

依然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

。高越．曲建忠‘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利益和传导机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南开太学国际经济研究

所，山东理1二大学绎济学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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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大小 是青 榆验 太小
变量 ADF统计值 临界值 变量 ADF统计值 l盗界值

形式 比较 平稳 形式 比较

C，0。 C，O．
．112韶23 ．2．713751． o 93195I -3．175352’’

1 1

C，T， 不平 C，T．
LGDP -2 700872 -3．388330‘ △0DP -3．1 55226 ．3．175352’

1 稳 I

O，0， 0，O，

3．154197 -I．602922’ ．1．468814 ．3．175352+
l I

C，O， C，0，
0．158061 ．2．71375I。 -3 980989 -3．175352～

l I

C，T， 不平 C，T，
LEMP -2．463262 -3．388330’ △EMP -3．724997 -3．420030’

1 稳 I

0，0． 0。0，
1．979897 ．1．602922。 ．I．762291 ．1．602074‘

1 I

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含常数项，台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

一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I％的显著性水平。△表示一阶差分。

ADF检验表明，加工贸易的就业人数(EM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时

间序列都在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表明两者都是一阶单位根序列。即LEMP—I

(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

4．3．2协整(Cointegration)检验

本文仍然采用E—G两步法，检验LGDP和LEM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一步：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分别得到协整方程(长期均衡方程)：

运用Eviews5．0软件计算，其回归结果如下：

LogGDP=3．616759+1．564777LogEMP (3)

(32．025722) (7．100608)

R2=o．807750 F=50．41863 DW=I．897548

根据以上t值、F值、R2值、D．w值，可以看出，以上方程回归方程结果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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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第二步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记(3)式回归方程残差为e，。

检验方法也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F

表13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C，0，1 -4．029725 ．3．144920～

e 3 C，T，1 _4．571978 ．3．875302“ 平稳

0，0，1 ．3．825195 2．771926⋯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

残差序列e；小于临界值水平，从而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e，-I(0)。

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我们发现了加工贸易就业人数和GDP之间存在的唯

一协整关系。并得到了对应的协整方程。这说明加工贸易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3)中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自

然对数)的系数为1．564777，即加工贸易净出口的弹性为1．564777，说明从长期

看来，加工贸易就业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就会增加1．564777百分点。加

工贸易的就业人数与GDP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如此之大是因为：加工贸易企业吸收的劳动力大部分都

来自于农村，这部分劳动力属于消费倾向非常高的人群，从消费方面拉动经济增

长。马晓河(2006)认为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明显高于城市劳动力。

每增加一百块钱，农村劳动力大约要比城市劳动力的边际倾向高卜个百分点左右。

樊刚也认为中国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从2004年情况看，农村居民的

平均消费倾向为0．74。前几年我国消费不振，学者们普遍认为是由于收入差距过

大，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农民因为收入过少而减少了其消费水平，从而严重影

响了全国整体的消费水平。而加工贸易为农民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在

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提高消费水平加足马力，并通过消费水平

的提高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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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加工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

4．4．1 计算加工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假设加工贸易的生产函数为：

xPt=AK’吖 (4)

其中XPt、K、L【分别表示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加工贸易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a和B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由于外资企业是加工贸易的主力军，所以

我们可以用外商投资来表示加工贸易的资本投入，用加工贸易的就业人数来表示

劳动投入。因此，加工贸易的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

xPt_A FD^EMPt9 (5)

对(5)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ogXPI_LogA十aLog FDI,+8LogEMP, (6)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我们假定a+13=1。即假定生产规模报

酬不变，则(6)式方程相应的变为：

Log(EXt／EMPt)=Log A+aLog(FDit／EMPI) (7)

利用1991—2004年的数据对(4)式进行线形回归，

我们得到：a=O．51，因此B=l-a=o．49

定义加工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为：
1，

TFP2南
因此本文加工贸易的口甲2i五声12,．瓦At沥万

我们计算1991．2004年的加工贸易TFP指数如下：

表14 1991-2004年加工贸易TFP指数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j997

TFP 1．029981 O，781 501 0．59421 9 D，571672 0．333837 0．758397 0 827204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们 砒 2003 2004

TFP 0．8527 0．974334 1．144283 1．156052 1．300744 1．627822 1 839119

4．4．2单位根(Ut3it root)检验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年的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加工贸

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数据，对两者的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的方

法依然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



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及实证研究

表15变量的AI)F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大小 是否 检验 大小
变量 ADF统计值 临界值 变量 ADF统计值 临界值

形式 比较 平稳 形式 比较

C，0， C，0，

LGDP ．1．128223 ．2 713751’ AGDP ．3，931951 ．3．175352‘。

I I

C。T． 术平 C，T，

．2 700872 ．3 388330。 -3．155226 -3 175352‘

1 稳 1

0，0， 吡0，

3．154197 ．I．602922’ -1．468814 ．3．175352’
l 1

C，0， -2 71375lI C。0。

LrFP ．o，347695 △W -2，508782 ．2．728985’
1 1

C，T． C．T，
．2．97047 -3．388330‘ 不甲

．2．514375 ．3．420030’

1 I
稳

0。0。 仉O，

-0．71267 ．1，602922’ -2．265181 ．I．977738。’
l 1

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吉常数项，台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衰不在10"／*1掎显著性水中，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桠I％的显著性水平。△表示一阶差分．

由ADF检验结果知道GDP和TFP时间序列都是在一阶差分后变成平稳序列，

因此，两者可能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关系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了明确GDP与TFP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又对两者进行协整检验。

4．4．3协整(Coi ntegration)检验

本节采用E—G两步法，对LGDP和LTFP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其回归结果如下：

Log GDP=9．117290+0．614598LogTFP (8)

(99．82273) (2．957516)

R2=0．721600 F=8．746899 DW=I．115426

根据以上t值、F值、R2值、D．w值，可以看出，以上方程回归方程结果较

好。

第二步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记(8)式回归方程残差为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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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也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T6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C，0，l 一5．196061 -4．121990’

eI C。T。1 ．3 977078 ．3．875302一 平稳

O，O，l 一3．067946 -2．771926’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的显辅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

残差序列e4小于临界值水平，从而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e，I(O)。

表明变量LGDP和LTF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协整方程(8)中可以看出，加工

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614598，即加工贸易的全要素生产

率的弹性为0．614598，说明从长期看来，加工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增加1个百

分点，GDP就会增加0．614598百分点。加工贸易的全要素生产率与GDP之间是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外商投资的不断增加，GDP也随之增长。

4．5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目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我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根本原因是由

于加工贸易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本节通过研究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在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关性，束验证加工贸易对我

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

我们选取2001--2004年为样本期，分别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高新技术

产品中加工贸易出口额(GXCP)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如表17，由1991年

到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可以

得到高新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出口额。为了研究方便，考虑到通过对数化以后并

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所以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

出口(GxCP)取对数来进行分析。

表1 7 1991-2004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的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高新技术产品中加 高新技术产品中加。l：贸易所r与比重
年份 高新技术产晶出口额

：l：贸易山口额 (％)

199l 28．76 19 55 67 98

1992 39．96 27．46 68．73

】993 45．19 30．71 70．19

1994 66．9l 49．74 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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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00．91 77．9 77 2

1996 126．5 101．58 80 3

1997 163．1 136．35 83．6

1998 202．51 177．09 87．45

1999 247．04 216．58 87．67

2000 370．43 328．02 88．55

200l 464．57 414．68 89 26

2002 678．65 605．76 89 54

2003 1103．2I 989．8 89 72

2004 1655，4 】488 8989

4．5．1单位根(unit root)检验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4年的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高新技

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GXCP)的数据，对两者的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利

用的方法依然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

表18变量的^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大小 是否 检验 大小 是否
变量 ADF统计值 临界值 变量 ADF绕汁值 临界值

形式 比较 平稳 形式 比较 平稳

C，0， C．0，
．1．12敛23 ．2 7I 375l‘ -3．931951 ．3．175352‘‘

I l

L(IDP △GDP

C，
不平

C．T， 平稳
．2，700872 -3 388330’

稳
．3．】55忿6 -3．175352’

r．i 1

D，o。 0。o．
3．154197 ．1劢2922‘ -1 46踮14

I I ．3 175352’

c，0， C，0， ．2．825736
0．97045S -2 713751。 ．2．728985‘

l 1

LGXCP △GXCP

C。 不平 C．T，
-i 777292 ．3 388330’ -2．649993 ．3．420030’ 平稳

r．1 稳 l

0，o， 0，0．
3．101721 -1 602922’ 0，253248 ．1J602074。

1 1

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禽常数项．含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表示在10％的

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一阶差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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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检验表明，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GXC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时间序列都在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表明两者都是一阶单位根序列．即L

GXCP~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

4．5．2协整(130integration)检验

本文仍然采用E--G两步法，检验LGDP和LGXC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一步：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分别得到协整方程(长期均衡方程)：

运用Eviews5．0软件计算，其回归结果如下：

Log GDP=7．52071 1+0．304823Log GXCP (9)

(90．88703) (19．16364)

R2=O．968358 F=367．2452 DW=I．393071

根据以上t值、F值、R2值，D．w值，可以看出，以上方程回归方程很好。

第二步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记(9)式回归方程残差为e，。

检验方法也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10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C，0．1 -3．02 1638 ．2．7137．5；1‘

e 5 C，T。1 -3．296949 -3，388330’ 平稳

0。0．1 ．2．91【2870 ．2．771926⋯

，表示在IO％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

残差序列cj小于临界值水平，从而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e，■(0)。

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我们发现了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和GDP之间

存在的唯一协整关系，并得到了对应的协整方程。这说明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

出口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9)中可以看

出，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304823，即高新技术产

品加工贸易出口的弹性为0．304823，说明从长期看来，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

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moDp就会增加O．304823百分点。加工贸易的高新技术产品

加工贸易出口与GDP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

易出口的不断上升，GDP也随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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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加工贸易人力资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我国董筝瓷壤大懿发曩串潮家，掇寿著嗷萼|着众多素袋较藏戆劳交杰，这些劳

动力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发袋发挥着重要作期。本节蒋在鞫建加工贸易的A力资本

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揭示加工贸易的人力资本积

累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数爨关系。

我嚣】选数2001--2004年为群本麓，浚救国巍生产总毽(GDP)蔫被解释变量，

加工贸易的人力资本积累(RLZB)为解释变量。为消除霹方差，我们分别对国

内生产总值(GDP)和加工贸易的人力资本积累(RLZB)暾自然对数。即用LGDP

表示国内生产憨僮GDP，LRLZB表示加工贸易鲍A力资本积暴．本文采阕瓣计量

软件是Eviews 5．0。

表20 1991--2004我国加工髓易科技活动人员情况

1年份
加王崩易企业总数 加：I．贸易科技活动 加工贸易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

(令) A曼人数(蓐人) 爨的比例(％)

|1991 14935 64 2．59

1992 1699l 63．6 2．56

1993 18415 54 2．57

19粥 20162 107．3 3．49

19争5 23026 98。3 3．2

1996 2406I 116 3，76

1997 24024 130．2 3．9

1998 23577 141．3 4．1l

1999 222强 154．1 4．矗

2000 21776 177．7 4．78

200l 22904 176．4 4．88

2002 23096 190．2 5

2003 2227矗 193基 4 5

2004 27692 224．S 4．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而成

4．6．1荤健根(unit root)检验

利用《中龋统计年鉴》1991—2004年秘我国弱国内生产总值(GDP)翱加工贸

易的人力资本积累(RLZB)的数据，对两者的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

的方法依然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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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ADF统计 大小 是否 检验 ADF统计 大小 是否
变量 临界值 变量 临界值

形式 值 比较 平稳 形式 值 比较 平稳

C，0， C．0．

．1 128223 ．2 713751‘ -3．93195l -3 175352’’
I I

C， 不平 C，T。
LODP -2．700872 ．3．388330’ △GDP —3．155226 ．3．175352’ 平稳

Tt l 穗 1

0．0。 O。0，

3154197 ．I 602922‘ -1．468814 —3．175352。
I 1

C，O， C，0。
．1．05酏12 -2．713751’ -4．604776 _4200056’’。

I l

Ul【．ZB △RLZB

不平

C， C．T． 平稳

．1．72421 -3．388330‘ 稳 ．9．849062 ．5．124875⋯
T．1 I

D．0． 0，0，
乞424056 ．I．602922‘ ．1．829658 ．I．602074’

1 1

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含常数项．含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表示在10％的

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一阶差

分。

由ADF检验结果知道，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加工贸易的人力资本积累

(RLZB)的时间序列都是在一阶差分后变成平稳序列，因此，两者可能具有长期

的稳定的关系即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了明确GDP与RLZB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

种长期的稳定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又对两者进行协整检验。

4．6．2协整(00i ntegration)检验

本节仍然采用E—G两步法，检验LGDP和LRJZB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一步：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运用Eviews5．0软件计算，其回归结果如下：

Log GDP=4．905291+0．861343Log RIZB (10)

(10．80241) (9．17771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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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o．875299 F=84．23052 DW---2．349]37

根据以上t值、F值、R2值、D．w值，可以看出，以上方程回归方程结果很

好。

第二步检验上述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记(10)式回归方程残差为

e。。检验方法也采用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22残差序列的N)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C，0，1 ．4024856 -3．144920’

e6 C，T。1 ．3．857550 ．3．388330’ 平稳

O，0，1 4．276336 ．2．771926‘’’

·表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

残差序列e；小于临界值水平，从而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e一(O)。
表明变量LGDP和LRLZB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加工贸

易人力资本积累(RLZB)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方程(10)中可毗

看出，加工贸易人力资本积累(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861343，即人力资本的弹

性为0．861343，说明从长期看来，加工贸易的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

就会增加0．861343百分点。加工贸易人力资本积累与GDP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4．7实证总结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中，可以明确地得到：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通过乘数效应、

引资效应、就业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这六个作用

渠道带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结果证实了国内外学者的分析．即加工贸易对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加工贸易己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之一。这也说明我国一直以来坚持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

把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道的弹性系数汇总，如表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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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六个作用渠道的弹性系数汇总

加工贸易的 加工贸易的 加工贸易的
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

的技术进 的产业升 的人力资
乘数效应 引资效应 就业效应

步效应 级效应 本效应

弹性系数 O．472517 0．494258 I．564777 O．614598 o．304823 0．861343

考察lO余年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从表23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动

态利益是十分显著的。在动态利益的六个作用渠道中，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最大

(EMP)，这充分说明了加工贸易的就业人数能够通过刺激消费进而带动国内经

济的发展。因而，进一步把我国现存的闲散劳动力引向加工贸易企业不仅可以解

决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

hnr贸易的人力资本(RLZB)效应也很大，因此加强对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的培训，

壮大加工贸易企业的科研人员队伍势在必行。从加工贸易全要素生产率(TFP)上

看，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是十分明显的。加工贸易生产率的提高有力

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常常被认为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对经济发展所起促进作用也不容忽视。加工

贸易净出口(NXP)及加工贸易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不

小的作用。此外，：jn-r贸易的产业升级效应不太显著。由于目前大部分加工贸易

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进步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且内资企业没有占到加

工贸易的主导，也制约了技术转移和外溢的效果，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效应没有

得到充分的发挥，具有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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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发展加工贸易动态利益存在的问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加工贸易以来，加工贸易取得了“爆炸式”

的增长。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形成了强大的制造能力，

带来新技术新产品，促进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为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以及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显

现出来的不足，我国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动态利益上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5．1研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

我国绝大部分加工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缺乏产品开发能力，承接

的加工贸易相当部分属于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企业高附加值、高

新技术、高创汇的加工贸易项目相对较少，不能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效应．

在加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同时，真正高、精、尖的加工能力却严重不足，生产

加工能力集中在下游产业，零部件和原材料大量依赖进口，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

关键零部件更是严重依赖进口．料件本地采购比例偏低。许多外商投资的加工贸

易企业，既不使用国内原材料，也不存在对其他企业的技术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

而仅仅是利用优惠政策建立的加工地．加工贸易技术进步效应较有待提高。

5．2国内相关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链条短

延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提高加工贸易中问产品的国内采购率，是加工

贸易实现本地化的重要方面，也是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一

环。而目前在我国，由于外商投资仍以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在加

工贸易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仓储、运输、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构成的价

值链中，我国涉及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我国通过发展加工贸

易得到的价值增值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加工贸易

对于促进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的作用不明显。国内与加工贸易企业

相关的配套能力仍显不足，产业链条短，加工贸易的辐射效应和聚集效应未得到

充分释放，使得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效应未能充分发挥。目前大多加工贸易处在

“一进一出、单一工序”型发展阶段，普遍缺少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和配套协作

型企业，产品加工程度不深，加工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微乎其微，对产业升级和

产品换代的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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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国内加工企业发展缓慢

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仍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我们对从事加工贸易活

动的外商投资企业予以一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但也引起了一系列的

问题：由于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控制着料件采购和成品销售等关键环节的外

商投资企业，利用其资金和技术实力逐渐控制了国内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我国加

工贸易的经营主体。甚至控制了国内原有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链条的形成，使

国内加工贸易企业逐渐失去了对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力，导致我国国内原有

的工业基础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使加工贸易发展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被严

重削弱。

5．4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就业问题凸现

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劳动

力成本优势的日益显现，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将投资重点逐步转移至周边国家和地

区，加工贸易企业将难以消化数以万计的剩余劳动力。加工贸易企业解决的就业

人数里下降趋势，我国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增大。根据日本贸

促会2004年3月的调查，我国上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曼谷、马尼拉和胡

志明市。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不明显，其加工贸易发展需要寻找和创

造新的优势。如何率先在这些产业基础好，但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明显甚至已经

是劣势的地区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成为现阶段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一大课

题。

5．5东部地区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发展缓。陧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引资效应及就业

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据海关统计，2005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高达2921．2

亿美元，占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42．3％，江苏省加工贸易进出口达1468．5

亿美元，增速高达44．2％，上海、山东、福建、天津、辽宁5个省的加工贸易进出

口额也都在100亿美元以上。近20年的发展已经表明，加工贸易给东部地区带来

经济发展活力，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扩散和辐射作用相对较弱，

同时也引起了较强的回波效应，由于发展商度集中在东部地区，经济落后的中西

部地区的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被东部地区大量吸走，给中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造戒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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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对境外加工贸易的认识不足

境外加工贸易是发展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一种新的形式，但目前国内很多加

工贸易企业对境外加工贸易认识明显不足，对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方式不十分清楚。

其实正是由于对境外加工贸易认识不足，我国现行的与之相关的管理政策还不配

套，加工贸易的管理政策滞后于业务的发展，缺乏健全、有效的产业政策导向和

税收保障机制。各部门多头共管，各地区共管条件不统一以及技术标准的不规范

导致加工贸易的管理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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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加工贸易以其迅猛发展之势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

江山，对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带动外经贸快速发展，增加出口创汇，改善生产工

艺和技术，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就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加工贸易是一项动态的、不断发展的经济贸易活动，如何科学，有效地发展加工

贸易，促使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值得探讨研究。国家对发展加工

贸易的指导原则是；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经营，提高水平。具体说来，即

对现有加工贸易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其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提高

产品档次，提高效益：引导加工贸易朝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发展，不搞重复

建设；加强监管，逐步向封闭式管理过渡：鼓励企业守法经营，提高加工贸易的

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

6．1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

由前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加工贸易具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如何更好

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对进一步扩大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义。然而目前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加工贸易

的技术水平落后促使我国加工贸易中间产品供应能力增长缓慢，许多跨国公司将

中国加工贸易部分置于技术含量较低的链条，而且在技术上阻碍加工贸易配套产

业的发展，制约了加工贸易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因此，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特

别是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成为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

是否向更高档次，更深层次发展的关键。

我们应该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发展核心技术，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为加工贸易

科研开发成果商业化生产创造基础，是提高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能力

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目前我国在加工贸易领域缺乏

核心技术研究的问题，需要国家在促进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设立具

有标志性的国家级研究开发中心，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培育高新科技产业的自主

开发能力。我国产业科技应制定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一方面要改革各级科研体

制，鼓励科研体制创新，使科研向企业倾斜，促进科研机构企业化和科研成果产

业化。另一方面，要保持并稳步提高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高等教育力量，

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储备，在利用国际技术转移的同时，保持和促进各产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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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开发能力。

6．2引导加工贸易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优化产业结构

我国由于低廉的但整体素质不高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加工贸易以服装，纺织，

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

的关键部件都从国外进口，例如国内家电企业主要通过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组装

的加工贸易方式。在国内进行的多是一些简单的装配工作。不利于提高产业技术

和优化产业结构，也不利于提高国内的产品增值率以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随

着高新技术产业全球化特征的突现，加工贸易己经成为各国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国

际化分工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因为加工贸易具有无税运营的特点，可以通过大

幅降低生产成本，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所以这种形式各受跨国公司的青睐。

一方面，以加工贸易方式介入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和投资门槛较低，是我国实现

产业升级的捷径。

今后我们应将利用外资同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好地有机结

合起来，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宏观引导和产业政策引导，要引导外资特别是太的跨

国公司将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并通过外资企业对标准生产、配套需求等方面

的要求，发挥其对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关联效应，实现外资引进，发展高新技术和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良性循环。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使我国加工贸易介

入科技生产环节，通过提高加工贸易的水平，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同时，

我们应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

和技术目录》制定相关的贸易政策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提高加工工业产品档次和技术水平，从改善和提高产业基础水平来解决加

工贸易的配套生产和升级换代能力问题。此外，我们还应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步伐，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拓宽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渠道，组织关键技术

的联合攻关，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同时，重视高新区的建设，注

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为高新技术产业加工贸易培育坚实的后继力量。

6．B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向国内企业转变

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

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

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因此，加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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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重点推动有实力的国内企业通过加工贸易的方

式，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条，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逐步发展成为加工

贸易的主导力量。民营企业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应积极扶持民营企业的

发展，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倾斜和支持，降低进出口权的门槛。实行国有、民

营和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使它们“一体化”发展，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

和发展的新环境，从而促使内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快国有企业的体制

改革，使其具备应有的激励机制、竞争理念和市场行为，从而发挥现有工业基础

和产业技术基础的作用，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积极扶持

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实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

资企业同等待遇，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新环境，从而促使国内企业加

工贸易的快速增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

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

6．4努力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挺进

20多年来，东南部沿海的加工贸易格局己经稳定，规模也己经稳定下来，而

我国广大的中西部资源却没有得到良好的利用。由前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可知加

工贸易具有极大的引资效应。当前，如何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于中西部地区对

于进一步发挥加工贸易的引资效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今国家也为中西部经

济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努力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挺进。发展中西部加工贸易

更要抓住优势互补、增强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遇，扩大同东部沿海地区加

工贸易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加大外资引进的力度，更好的发展区域经济，以更好

的带动我国经济。

同时，也要注意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向具备条件的西部中心城市转移。我国中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西部地区在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及劳动力资源

方面较具明显的相对优势，因而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加

工贸易还是很有潜力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为加工贸易向西部地区转移提供了

有利的社会环境。应加大政策的引导，实行政策倾斜，不失时机地实现产业转移。

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借鉴沿海地区的经验，进行优势互补，改善对外经济贸易的

环境和条件，以后发优势积极吸引投资，拓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加工贸易

的发展空间，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进中西部地区加工贸

易的发展：

l、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有针对性地发展出口优势产业。建立以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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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为核心的矿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能源加工，发展旅游业和边境

贸易，改变粗放型开发经营矿产资源和盲目扩大出口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做法，

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商品升级换代。要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加快老工业区改

造，增强对资源性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使资

源优势切实转化为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的优势。

2、增强中西部地区对外商投资和东部产业的吸引力，加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

资的软硬环境建设。鼓励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相邻地区的技术援助、资金注入和劳

动力培训，鼓励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为东部产业的配套生产，创造和利用一

切条件，使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入个球化产业体系，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

发展。

3、中西部地区要加快从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良好的加工贸易发展环境，有针

对性地发展面向中亚、南亚等出口的加工工业。积极开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

合作，通过经济纽带维护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

此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扩大加工

贸易的就业效应。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据统计，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数量大约在1．2亿—2亿左右，大约占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的l／3一l，2。西部地区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重更高一些。西部地区省、市、区有人口2．85亿，占全国的

23％，人力资源相当丰富一因此，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可开发潜力大。目

前．西部地区投资密度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并且经济增长速度较慢，而

劳动力数量巨大，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也使西部地区面l临了更大的就业压力。

因此，发展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对西部地区来说不仅

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减轻西部地区

的就业压力。

6．5积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开展境外加工贸易

境外加工贸易是指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

的形式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出口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

发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商品出口，又有利于我国加工贸

易产业的升级，有利于加工贸易动态利益的扩展，为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走出去”

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它作为外经贸工作的一项新兴事业，已成为当前实现

国民经济调整和培育出口的一个新增长点。通过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对打破西方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扩大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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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在非洲、中亚、南美等地投资办厂。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和自然资源．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加工贸易的最后一道环节转移到当地生产

这对于缓解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磨擦也有一定的作用。

当前我国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在行业选择上，应以我国在设备、技术上有较强

比较优势的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机械电子以及服装加工等行业为重点。在投

资主体选择上．应以实力强、管理科学、出口产品有信誉的国内生产企业为重点。

国家应积极鼓励具有技术、资金、管理等优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并形成以其为先锋的梯队发展模式，成系列、互相配套、成片地带动国产设备、

材料，技术出口，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投资区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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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投资，把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向境外进行加工贸易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带动原材料、技术及设各出口，使

我国的一些产业继续保持规模经济优势，提高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另一方面，我

国应鼓励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对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国家进

行水平型的跨国投资，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投资方式上，应以企

业现有设备及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投入为主，从事散装组装及加工

生产为重点。可采取集约式投资，有目的的地选择一些企业，使境外加工贸易项

目相互配套，使产品成系列、上规模。应积极兴办海外合资企业，减少或避免政

治风波。在金融服务方面，要拓宽国有商业银行服务领域，在保证金融安全的情

况下，为我国境外加工贸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服务。在信息服务方面，商务部在

对国外市场需求状况、投资环境及国内生产能力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境外

加工贸易项目库0并通过我国国际电子商务网公布。一方面为国内企业提供及时、

准确的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可作为审批境外加工贸易具体项目的依据，避免在境

外重复建设、无序竞争。此外，为鼓励境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我们要积极制定相

关政策：如在信贷资金和出El退税方而给予优惠，尽量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和外事

管理手续等。

6．6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积极推动加工贸易发展进程

对于加工贸易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尽快使其介入到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

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一环，对此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将有明显效果。

当前已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

品和技术目录》作为规范文件，但条文笼统。对此，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特别是将外商投资所从事的产业进行细化，指明鼓励和吸引的某些产品及其具体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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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苣产环节，制定科技含量小镣的特定生产工序标准，对符合标准的加工贸易产品、

零邦磐的毯蒜予豁医剩薅镣。逐步；l导羚露癣耱工燹荔孛瓣麓蓬较大、辩技含量

较高的环节放在境内，提商加工贸易的水平与档次。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评估制度，

由国家相关部门及海关共同参与，对加工贸易项目进行综台评审，对一些加工程

度浅、技术禽爨少、附加值低、特别是存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以及冲击国

蠢郭分产盘静熏存窝蓑褒，存在严重走强、瓣壤管理静颈瓣，或严重污聚环凌的

项目等，由潮家制定政策，禁止或限制其歼腥加工贸易，吼逐步优化加王贸易进

出口商品结构。通过鼓励涕加工、精加工，提高加工贸翁产品的加工程度，延长

掘工贸易的产业链条，进一步发挥=5珏工贸荔在扩大出口，键遴产业结幸句调整帮利

用拜资等方褥所起至l嚣积擞律雳。

改革二十多年来，我固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予我圈国情的加工敷易发展

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加工贸易

发展指明了方肉。辐信我国必要准确把握热王贸暴发展的鞔暹和毒聿l象黪，进一

步完善政策、剖新管理方式，在保持数量瑗长的同时，把撬餐水平更蔫、增值含

量更大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就能够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垒蕊提高出口竞争力，使我国的加王贸易上到新的台阶，

菠我霆豹女E薹熬爨走上辩学，瓣茫夔发震道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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