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着重从经济机理出发，从深层次上把握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

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工业化演进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对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教学内容 

一、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 

    二、对外贸易与工业化 

    三、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   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 

 

一、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及其方式 

（一）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无论是 20世纪 50年代以索洛（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到了 20世

纪 80 年代出现的新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技术内生化经济增

长理论，虽然在这些理论分析中建立的模型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1．在产业结构方面 

技术进步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革，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使宏观结构效益和

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2．在经济增长方面 

技术进步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经济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促进

作用。 

索洛、肯德里克、丹尼森等曾经对一些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

定量计算，其计算结果见表 3—1。 

表 3—1：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世纪 50年代 20世纪 60年代 20世纪 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5—20 40 50—60 60—80 

资料来源：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概论》，83页。 

3．在国际分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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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导致各国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改

变。一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其全部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反映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技术进步的方式 

促进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实现： 

1．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就是以新技术（全新的或改进的）为手段并用以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一种

商业活动，是新技术的首次商业化应用。 

2．技术贸易 

技术贸易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一国境内的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称之为“国内

技术贸易”，一种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之间进行，称之为“国际技术贸易”。

国际技术贸易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 

3．技术外溢 

（1）技术外溢的含义 

技术外溢是指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自己的技术，而是

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不自觉地输出了技术。 

（2）技术外溢的分类 

①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商品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

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②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 

③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

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 

1、对外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1）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企业努力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通过技术优势

的培育来树立企业竞争优势。 

（2）通过国际技术的外溢，给各个国家和企业相互启发的机会，吸收信息，引发创

新的点子，明确创新的趋势，确定创新的方式。 

（3）国际贸易和技术的流动可以促使技术创新，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

研成本。 

 

2、对外贸易对技术贸易的作用 

（1）对外贸易是技术贸易的主要渠道。相对于国内技术贸易而言，国际技术贸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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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技术进步就显得更为重要。 

（2）新技术的拥有者通过贸易渠道，将技术转让出去，也可获得经济利益，并为进

一步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积累资金。 

3、对外贸易对技术外溢的作用 

对外贸易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对外贸易对技术外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

方面的效应体现出来的: 

（1）传染效用 

（2）“干中学”效应 

（3）演示和培训效应 

（4）竞争效应 

（二）技术进步对对外贸易的作用 

1．技术进步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 

（1）利用先进科技水平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有一定时期居于垄断地位，价格竞

争能力和非价格竞争能力都比较强，贸易条件相对有利。 

（2）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若想改善贸易条件、扭转对自己不利的局势，

必须提高技术水平，逐步增加对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改善贸易条件。 

2．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结构的优化 

（1）技术进步可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出口需求。 

（2）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技术含量多的制成品的需求相对扩大，因而技术

进步有助于改善贸易结构。 

3．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外贸经济效益 

技术进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1）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往往具有单位产品资源消耗低，技术附加值高等特点，因而

存在着生产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1）高技术含量产品往往还具有规模效益特征，以规模生产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

使成本不断下降。 

4．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1）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主要由它与贸易伙伴国间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

等因素决定。 

（2）决定一国出口竞争能力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技术进步相联

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要素使用效率的改善、经营成本的节约、产品的品质的改善和新

产品的开发等传导机制来实现。 

三、中国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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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 

1、技术贸易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后进国家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能够实现经济跳跃

式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对外贸易为手段，充分利用技术引进与技术

外溢来促进技术进步。 

2、技术外溢 

除了直接引进技术外，技术外溢也是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 

（二）对外贸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作用 

1、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技术引进方式主要以成套设备为主，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

基础，填补了机械、电力、钢铁、汽车、能源、电讯等部门的技术空白。 

2、20世纪 80年代，我国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线，利用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促进了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行业的迅速成长。  

3、90年代以后，我国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如计算机软件、新能源、先进医疗技术、

现代环保技术、空间技术、复合材料的引进，使得这一领域中我国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

水平的差距得以缩小。 

（三）技术进步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 

高新技术贸易规模、流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进步程度，因此

从我国高新技术贸易水平的迅速提升，可反映技术进步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 

表 3—2：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外贸出口中的比重 

（1998年—2003年）  单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1.0 12.7 14.9 17.5 20.88. 25.2 

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 

 

四、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扩大技术引进，充分利用技术外溢 

由于我国目前资金还很缺乏，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因此，技术的发

明与创新不是我国目前的优势。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转让和技术外溢来促进技术

进步。 

（二）加强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推广和创新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际交流，实现跳跃式发展，在经济技术

各个方面赶超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技术进步过程中，必须建立引

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推广和创新机制，促进引进技术融入国内技术进步进程。 

（三）大力发展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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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外溢的程度与一国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只有一国的人力资本达

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要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提高生

产力，必须注重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国际人才交流，提高劳动力素质和

技能。 

（四）变贸易保护为竞争扶持 

我国长期利用贸易保护对高技术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结果并不理想，因此，应变贸

易保护为竞争扶持。国家对重点行业应进行策略性扶持，可以较快地形成自己的高技术

产业。 

 

第二节  对外贸易与工业化 

 

一、工业化概述 

（一）工业化过程 

工业化过程，简而言之即经济重心从农业生产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过程，从不

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的过程。 

（二）工业化的核心 

工业化的核心在于制造业的发展。在对经济结构转型过程的考察中，制造业被一致

认为是工业部门中最活跃、对工业化进程最具战略作用的部分。 

（三）衡量工业化的指标 

1、苏特克里弗（Sutcliffe,1971年,1984年）提出衡量工业化的三个指标。 

2、霍夫曼（Hoffimann,1958年）提出的霍夫曼系数，被广泛用来测算不同国家和地

区工业化发展的阶段。 

 

二、对外贸易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一） 对外贸易是推进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外贸易从供给、需求两方面，通过强化资本积累、加速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等渠道，作用于工业化进程的。 

1、对外贸易与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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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出口，换取资本品的进口，抑制消费品进口，从而提高资源向资本品的转换率。 

 

2．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 

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根本力量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对外贸易可

以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贸易、技术外溢等途径来促进技术进步，加速技术发展；同时技

术进步又为对外贸易提供有利的贸易条件，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

从而提高外贸经济效益。 

3．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 

工业化的重心是产业结构的演替。因此，阐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

揭示对外贸易对工业化进程影响的关键。 

(1) 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贸易结构 

(2) 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反作用力 

对外贸易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 

①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动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②对外贸易可以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息和方向。 

③对外贸易可以解决因结构调整而带来的产品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问题。 

（二）工业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1、工业化对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 

（1）工业化扩大了对外贸易的市场范围。 

（2）工业化为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创造了技术条件。 

2、 工业化阶段制约着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 

对外贸易的发展难以超越工业化进程对对外贸易在规模、结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等方面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和工业化阶段对对外贸易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工业化程度制约着其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  

             （2）工业化程度制约着出口带动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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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制约了多元化出口产品结构的形成。 

（4）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制约着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实现。 

 

三、世界范围内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关系的典型实例 

（一）英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化 

纵观英国工业化的发展史，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外贸易起着不同的作用。 

1、在 17、18世纪，殖民地贸易对英国的工业化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从奴隶贸易中获得利润是英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之一，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

资金。 

 

（1）对外贸易的开展推动了海运和船舶制造的巨大发展。 

（2）对外贸易导致了一些大港口城市的兴起，同时也刺激了这些城市制造业的发展。 

（3）对外贸易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4）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利润，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从此，银行业、

重工业、保险业都应运而生。 

（5）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刺激了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是导

致工业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2、在 1800年前的工业化阶段，对外贸易起着增长“发动机”的作用。 

（1）对外贸易产生的巨大利润提供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本积累。 

（2）国外需求的扩大直接导致了技术革新。 

（3）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培养了一大批有创新才能的商人，而这些商人随后又成为

精明强干的工业资本家。 

（4）国外市场的扩大也直接间接促进了新兴工业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刺激了经济的

转型。 

上述因素同有利的国内制度条件结合在一起，启动了英国的工业化。 

3、从 1800年到 1880年间，对外贸易主要起着“侍女”或促进增长的作用。（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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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大工业的发展，本身要求寻找更广阔的产品市场和更廉价 

的原料来源。反过来，对外贸易提供的市场和原料，又使大工业更快地膨胀。 

（2）到 1880年，英国已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这时，“英国经济已严重地依

赖世界市场，而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及其格局也大部分是以世界市场上供需条件的变化为

转移的。”  

（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工业化与外贸战略的选择 

1、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概述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ES）是发展中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并步入传统工业

化后期的少数经济体。 

1978年经合组织在发表的一份报告—《新兴工业国的冲击》中，首次将新加坡、台

湾、香港、韩国等九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 

2、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 

“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所走过的历程各有特点，但重要的共同点之一是对

外贸易无一例外地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新加坡 

（2）香港 

（3）韩国 

（4）台湾省 

 

四、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 

1、发展概况 

（1）20世纪 5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了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启动工业化进程成为

经济发展的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启动主要依赖与苏联、东欧国家对外经济贸易的开展。在这一阶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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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共计 450个项目。这批项目的建成投产，中国奠

定了工业的初步基础。 

（2）20世纪 60年代 

中苏关系破裂，我国转向从日本和西欧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

精密机械、纺织机械等关键性技术和设备。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与 50年代的奠基性质的

引进不可同日而语，只对工业发展主要起了拾遗补漏、填平补齐的作用。 

（3）20 世纪 70 年代 

经历了两次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的浪潮，对中国某些重要工业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

技术更新提供了硬件设备及少数软件技术，使钢铁、石化、化纤、化肥等行业骨干企业

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 

2、对外贸易对工业化的作用评估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近 30年间，虽然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主要是

在近似封闭的状态下搞建设的，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远未起到“增长发动机”

的作用。这种情况可以从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印证。 

 

表 3—3：1953~1965年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进出口增长率的情况（%） 

国家 

年度 
中国 美国 日本 西德 法国 

1953~1965 75.1 83 451 400 248 

资料来源：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第 118 页。 

 

1966 年到 1978 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0.3%，低于世界总的增长

速度（14.9%），比日本几乎低 1倍，比苏联低 48.5%，比发展速度最慢的印度还低 8.7%。

同时，中国进口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日本、巴西等国相

差更大。 

如果从贸易的相对地位看，我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然呈下降趋势。1952

年进出口总额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 6.3%。到 1977年是下降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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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 

1、工业化的主要成就 

（1）工业总量已具相当规模 

钢铁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有色金属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原油产量居世

界第四位；汽车产量也进入世界前十位。 

（1）整体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主要工业部门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众多行业拥有一批当代世

界先进水平的装备。 

（3）形成了一批优势行业及产品 

我国纺织、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在国际上具有相对优势，占有较大的市场

份额。纺织品、服装、一般机电产品、鞋类、旅行用品及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成为

出口主导产品。 

2、对外贸易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 

（1）通过对外贸易，先后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兴建和改造了大量骨干企

业。 

（1）通过对外贸易，进口了大量关键性的工业原料和中间投入品，弥补了我国资源

的不足和供给的短缺，缓解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3）通过对外贸易，学到了西方国家大量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提高了我国经理

人员的管理水平和经营素质，为我国管理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4）通过对外贸易，扩大了产品的出口。  

（5）通过对外贸易，优化了出口结构，带动了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使之逐步走

向高级化。 

 

                 第三节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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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持续增

长。 

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加。 

（二）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nts)强调经济增长

的最主要的源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贸易的静态利益与经济增长 

1、基本观点 

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的发生是由于存在成本的差异。通过贸易，一

方面，各国的资源将发生重新配置，每个国家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产量都将增加。

另一方面，通过交换，每个国家都能得到比它自己直接生产的数量更多的产量，使消费

水平超过它们各自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这种利益就是贸易的静态利益，每个国家所得到

的贸易利益的多寡取决于贸易条件。 

2、例说明 

假定： 

贸易只在两个国家 A、B间发生。 

两个国家都只生产 X、Y两种产品。 

只使用一种生产要素，且要素在两国之间不能进行流通。 

贸易过程中不计运输成本。 

如图 3-1所示。 

图 3－1：A、B 两国发生贸易前后的均衡状态 

 
第 11 页 共 19 页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根据图 3－1所表明的情况，A、B两国贸易前与贸易后相比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

变化： 

（1）从供给方面，经济的增长往往与专业化分工程度成正比，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

分工必然会带来规模经济利益，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在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而且经济的增长又往往伴随着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常常使

得一国的可用资源增加，所以企业会有更多的产品供给。 

（2）从消费方面考虑，经济增长意味着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人们的消费数量

和种类都会增加，消费质量也将提高。而更高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将使得对外贸易成为满

足消费需求必不可少的一种途径，且贸易的种类和数量也会大幅上升。随着经济的增长，

产业内贸易越来越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贸易的动态利益与经济增长 

1、基本观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贸易各方 

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直接贸易利益，对外贸易的更重要和更实质的影响表现在它对经济

增长潜力的影响，即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及制度创新等一系列经济结构中

的深层次因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增长又会反过来促进对外贸易的进

一步发展。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机制可分解为几个方面，如图 3-2所示： 

 

图 3－2：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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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对外贸易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贸易技术外溢等途径，可有效促进一国技术进步进

程。 

（2）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世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促使国内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对外贸易可以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指路标； 

对外贸易可以解决因结构调整而带来的供求结构失衡； 

对外贸易可通过改变一国的需求状况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3）对外贸易对制度创新的影响 

对外贸易对制度创新的作用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贸易是引入、引起制度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还可获得发达国家维持、巩固新制度的现成经验,节省创新

与维持的费用； 

对外贸易加强了国内外信息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有助于形成

制度创新所需的意识形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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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增长对地位贸易的反作用 

如图 3－2所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单方向的，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促

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1）经济增长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 

（2）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演进的过程。 

（3）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也往往会带来制度的创新。 

 

二、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贸易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更

体现在贸易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扩张以及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上。 

（一）从总量上来看，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增长，成为拉动国民经济

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表 3-4：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A   B   C   D   B/A C/A D/A 

   GDP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 进出口总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年份 GDP 增长率(%) 出口额 增长率(%) 进口额 增长率(%) 总额 额增长率(%)依存度(%) 依存度(%) 依存度(%)

1978 3624.1    167.6    187.4   355.0   4.62  5.17  9.80 

1979 4038.2  11.43  212.0  26.49  243.0 29.67 455.0 28.17  5.25  6.02  11.27 

1980 4517.8  11.88  271.2  27.92  298.8 22.96 570.0 25.27  6.00  6.61  12.62 

1981 4862.4  7.63  367.6  35.55  367.7 23.06 735.3 29.00  7.56  7.56  15.12 

1982 5294.7  8.89  413.8  12.57  357.5 -2.77 771.3 4.90  7.82  6.75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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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5934.5  12.08  438.3  5.92  421.8 17.99 860.1 11.51  7.39  7.11  14.49 

1984 7171.0  20.84  580.5  32.44  620.5 47.11 1201.0 39.63  8.10  8.65  16.75 

1985 8964.4  25.01  808.9  39.35  1257.8 102.71 2066.7 72.08  9.02  14.03  23.05 

1986 10202.2 13.81  1082.1 33.77  1498.3 19.12 2580.4 24.86  10.61  14.69  25.29 

1987 11962.5 17.25  1470.0 35.85  1614.2 7.74 3084.2 19.52  12.29  13.49  25.78 

1988 14928.3 24.79  1766.7 20.18  2055.1 27.31 3821.8 23.92  11.83  13.77  25.60 

1989 16909.2 13.27  1956.0 10.71  2199.9 7.05 4155.9 8.74  11.57  13.01  24.58 

1990 18547.9 9.69  2985.8 52.65  2574.3 17.02 5560.1 33.79  16.10  13.88  29.98 

1991 21617.8 16.55  3827.1 28.18  3398.7 32.02 7225.8 29.96  17.70  15.72  33.43 

1992 26638.1 23.22  4676.3 22.19  4443.3 30.74 9119.6 26.21  17.55  16.68  34.24 

1993 34634.4 30.02  5284.8 13.01  5986.2 34.72 11271.0 23.59  15.26  17.28  32.54 

1994 46759.4 35.01  10421.8 97.20  9960.1 66.38 20381.9 80.83  22.29  21.30  43.59 

1995 58478.1 25.06  12451.8 19.48  11048.1 10.92 23499.9 15.30  21.29  18.89  40.19 

1996 67884.6 16.09  12576.4 1.00  11557.4 4.61 24133.8 2.70  18.53  17.03  35.55 

1997 74462.6 9.69  15160.7 20.55  11806.5 2.16 26967.2 11.74  20.36  15.86  36.22 

1998 78345.2 5.21  15231.6 0.47  11626.1 -1.53 26857.7 -0.41  19.44  14.84  34.28 

1999 82067.5 4.75  16159.8 6.09  13736.4 18.15 29896.2 11.31  19.69  16.74  36.43 

2000 89442.2 8.99  20635.2 27.69  18639.0 35.69 39274.2 31.37  23.07  20.84  43.91 

2001 95933.3 7.26  22029.1 6.75  20164.2 8.18 42193.3 7.43  22.96  21.02  43.98 

2002 102389.0 6.73  26947.3 22.33  24435.0 21.18 51382.3 21.78  26.32  23.86  50.18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计算而得。网址：

http://www.moftec.gov.cn/

 

从上表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 

1、对外贸易发展与经济运行轨迹相一致 

从下图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的趋势基本一 

致,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 

图 3—3：GDP与对外贸易额的混合直方图和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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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GDP以左方纵坐标表示，对外贸易额以右方纵坐标表示 

 

2、外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即外贸依存度=进出口

额 /国内生产总值。 

出口依存度就是一国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进口依存度是一国进口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依存度指标揭示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的相互关系。 

                

 

 

 

 

 

 

 

  图 3—4：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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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结构上来看，对外贸易结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总量的扩张和

质量的提高 

1、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程度和出口商品

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表 3—5：我国出口商品构成表（%）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初级产品占出口总

额的比例  
50.31 50.56 25.59 14.44 10.22 9.90 8.75 

7.93

工业制成品占出口

总额的比例  
49.69 49.44 74.41 85.56 89.78 90.10 91.25 

92.07

机械及运输设备出

口占出口总额比例  
4.65 2.82 9.00 21.11 33.15 35.66 39.00  

42.86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由上表可知，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口结

构升级通过作用于生产结构，以及作用于出口总量两方面，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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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进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不断提高，其中机械及运输设

备进口比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资本品的进口已经占有较大的比重。 

 

表 3—6：我国进口商品构成表（％）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

的比例 
34.77 12.52 18.47 18.49 20.76 18.79 16.69 

17.63

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

活动物占进口总额的

比例 

14.62 3.67 6.25 4.64 2.11 2.04 1.78 

 

1.57

非食用原料占进口总

额的比例 
17.75 7.66 7.70 7.69 8.89 9.08 7.70 

 

8.26

 

工业制成品占进口总

额的比例 
65.23 87.48 81.53 81.51 79.24 81.21 83.31 

 

82.37

 

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

占进口总额的比例 
25.57 38.43 31.58 39.85 40.85 43.94 46.42 

 

46.72

 

资料来源：根据国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1）资本品的进口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国内的生产条件，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2）非食用进口原料在我们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有效填

补了我国经济建设中某些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不足，保证国内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缓

解了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 

（3）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在外贸进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于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

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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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要概念 

    技术进步 

    技术创新 

    技术外溢 

    工业化过程 

    经济增长 

    贸易静态利益 

    贸易动态利用 

    对外贸易依存度 

 

本章复习思考题 

     1、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何在？ 
    2、技术进步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的？ 

    3、说明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 

4、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5、阐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对外贸易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6、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7、区别贸易静态利益与贸易动态利益的不同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8、以中国为例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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