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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口结构：求全还是求专①
  

 

 

 

当讨论一个国家的出口结构时，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是看出口的种

类。也就是说，出口多少种产品，每种产品出口的比重是多少。由此，

我们有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种类的情况。第一个指标是种类

数，第二个指标是多样性。出口种类数更多，意味着出口的产品更齐

全。但即便两个国家拥有同样的种类数，也存在多样性的差异。比如，

第一个国家更集中出口某种或某些产品，第二个国家出口的每种产品

数量差不多。这时候，我们称第一个国家的出口专业化更强，第二个

国家的出口多样化更强。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往往面临追求齐全还是

追求更专的两难选择。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发表于《半月谈内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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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出口产品是更加齐全还是集中有其特定的规律，受国家

发展阶段的影响。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只能生产一些初级产品，没

有能力生产太多的工业或制造业产品，出口自然较为集中。随着发展

水平提升，开始工业化进程，出口种类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工业化

进程的某个阶段，既能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又正在向高端产品攀升，

此时的出口种类是最齐全的。随后，由于拥有生产高端产品的能力，

中低端产品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出口的种类又开始集中。也就是说，

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出口产品先是集中，随后多样

化，最后又会集中。最初的集中是初级产品，最后的集中是高端产品。 

     

中国出口种类的变化大体符合上述规律。从较为宽泛的行业来讲，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阶段，矿产品占据了出口的大头。但很快被

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替代，纺织服装长期占据出口的头把交椅。直

到 20 世纪末，资本密集型的机电产品才成为出口的老大。从出口的种

类来看，中国入世之前，出口种类较为集中；入世之后，出口种类越

来越齐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出口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中国出口种类齐全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第一，中国是大国，出口

种类齐全实属正常。小国再发达，受制于疆域和人口限制，无力生产

太多产品。大国则不受疆域、资源和人口限制。第二，中国制造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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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明显强于服务业出口，挤压一部分服务业出口能力，而制造业产品

本身的种类明显更多。第三，中国出口明显强于进口，在出口方面有

能力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第四，根据出口种类的一般规律，中国目

前正处在出口种类齐全的发展阶段。 

     

出口种类齐全当然有其好处，但中国也确实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出口种类齐全意味着对外国的依赖程度要低一些，当发生贸易摩擦的

时候，抗压能力自然也就强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被出口种类齐全

的一些好处蒙蔽了眼睛。第一，中国出口种类齐全的原因之一是全球

价值链分工的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世界范围内 20 世纪 90年代兴

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分工模式，各国只需专注于产品的某一个环

节。中国因为进口零部件并进行加工组装才有能力生产原本无法生产

的产品。第二，出口种类齐全意味着无法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

无法专注生产自身更具有优势的产品、把优势产品做到最好。第三，

工业品出口挤压了服务业出口，才能有空间生产更多产品种类；出口

种类齐全导致的量的快速增长容易引发外国警惕，贸易顺差的扩大更

会引发贸易摩擦。 

     

因此，非常有必要调整中国的出口种类和出口结构。对于工业品

的生产和出口而言，就是应该越来越专注于附加值高的产品，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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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产品的高附加值环节，并关注产品的质量。附加值是说单位产

品的价值量更高，或者单位工人的价值量更高，往往是技术密集型产

品。比如说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的附加值就高于普通的服装，大飞

机的附加值则更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不只关注整个产品的

附加值，还应专注于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比如，生产智能手机，产

品的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营销等环节附加值更高，单纯的组装

环节附加值明显较低。产品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同样的产品，

质量更高，则出售的价格能更高，被竞争对手的产品替代的可能性就

低，外国对该产品的依赖性就更强。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意

味着，中国出口必然要向高附加值、高质量的“双高”迈进。 

     

出口向高附加值、高质量迈进，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在人才和创新

上下功夫。“双高”需要投入高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是经过良好教育、

培训甚至更高层次教育的人才。附加值最高的那些产品则需要最顶尖

的高科技人才。有了人才，还需要人尽其用，将其能力发挥出来，激

励其做出创新。重视人才和创新，是中国从出口齐全走向出口高端和

专而尖必然绕不开的法宝。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也会出现一

些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必然会下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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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这部分产业即便在国内生产也不再具有国际上的竞争力，进而

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下降，并不

意味着就放弃这些产业。其一，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东中西部

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承接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缓

释就业压力。其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附加值高的环节，比如服装

设计和营销就具有很高的附加值。而且，中国可以专注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上游环节，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承接纺织服装业时，就需要中

国提供的纱线、布匹和机器设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们一不要

惋惜，二要认识到其中蕴藏的机会。 

     

除迈向高附加值和高质量外，中国的外贸结构调整还需做两件事，

那就是提升本土企业自主出口能力和提升服务业出口能力。中国的加

工贸易曾经占据出口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本身附加值较低，需要增

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出口能力，通过利用国内中间品而非进口中间品进

行生产。提升服务业出口能力则意味着增强服务业竞争力，让高端服

务业更有能力为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和升级提供服务，和工业品出口形

成良性循环。 

     

出口结构从齐全到专而精，中国确实在努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为此，对人才和创新都做了特别强调：“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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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最近，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将“完善人才发展制度”作为重要的任务和措施之一。《中国制造 2025》

也专门强调了创新的作用。近年来，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国务院也都专门发布过指导意见。

这些措施必然能起到推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 

     

总之，中国的出口结构是追求齐全，还是追求专而精，自然要考

虑其自身规律。但是，人为因素也会起作用。无论是从规律还是提升

自身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出口结构都到了追求专而精的阶段。当

出口产品的种类真正做到了专而精，中国贸易强国的梦也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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