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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改革 ， 对内开放 ， 促进产业升级

余森杰 王宾骆

新世纪以 来 ，
中 国 的 工业 实现 了 行业 内 和行 业间 的 产 业升级 。 大 部分 企业 的 生产

率 明 显提高 ， 出 口 的 产 品 专 业化 、 差 异化 更加 明 显 。 这一 经济现 象 可 以有 多 种解释 ，

但比较优势 和规模经 济递增无疑是 最主要的 两 股动力 。

要保证 中 国 在新世纪的 第 二个十年 内 继 续 实现产 业升级
，
提升企业 生产 率

，
需 要

转换 改革 开放的 思路 ， 由
“

对 内 改革 ，
对 外开放

”

转 为
“

对 外改革 ，
对 内 开放

”

。 对

外改 革主要 出 口 目 的 国 家
，

加 强主要的 自 贸 区 建设 ； 对 内 则 开放 国 内 各要素市场 和产

品 市场
，

深化 经济改革
，

实现产 业提升 。

关 键词
： 产 业升级 企业生产 率提升 中 等收入 陷 阱 人 口 红利

中 国 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保持 了 世界瞩 目 的增长速度 。 本世纪以 来其年均经济

增 长速度超过 按照当前美元价格计算 ， 屮 国 已 成为仅次于美 国 的第 二大经

济体 。 年 ， 中 国 的国 内 生产总值 （ 美元现价 ） 达到 万亿美元 ， 为美国 当年

国 内 生产总值的 强 。 如果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 ， 中 国可望在 年超过美 国成

为世界第
一

大经济体 。

“ 与 此 同 时 ， 年中 国 人均 国 内 生产总 值超过 美

元 ， 这
一

数字远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 等 收入发展中 国 家线 （ 美元 。

此外 ， 第二产业是中 国 经济极为 重要 的组成 。 中 国 第二产业 的 规模在

年达到 万亿元人 民 币 ， 国 民 生产 总值 占 比 为 。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

第二产业平均年增长率常年维持在 左右 。 显然 ， 以制造业为主的 第二产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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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 国经济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 色 。 中 国 已成为 全球 的
“

加工厂
”

， 不过随

着中 国 经济改革进入
“

深水区
”

， 经济结构不断调整 ， 中 国 工业制造业能否实现

转型升级 ， 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 问 题 。

因 此 ， 本 文主要研究中 国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 即 制造业价值链提升 的 问

题 。 具体地 ， 本文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 ： 第
一

， 产业价值链提升为什么 重要 ？ 第

二 ， 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新世纪 以来 ， 产业价值链是否有所提升 ？ 第三 ， 当前

产业升级面临什么挑战 ， 动力 是什么 ？ 这些动力 因素 目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 第

四 ’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
一

步深入
， 如 何促进产业升级 ？

产业价值链提升的重要性

二战后各 国经济发展 的历史经验表明 ， 对
一

个发展中 国家来说 ， 当其收入 由

最不发达 国 家 （ 人均 收入低于 美元 ） 升到 中 等收入 国家 时 （ 人均 收入在

美元间 ） ， 经济很容易从此徘徊不前 ， 人均国 民总 收入无法继续快速

爬升 ， 从而无法顺利迈进高收入 国家行列
——这就是所谓的

“

中 等收入 国家陷

阱
”

。 阿根廷 、 巴西 、 马 来西亚、 墨西哥和南非等国 都陷入这
一

困境 。 同时 ， 也

有一些中等收 入国 家 地区威功地避开 了 这
一

陷 阱 ， 步入高收入 国 家 地区 的行列 。 比如 日

本 、 中 国 香港和新加坡在 年步入高收 入国 家 地区 的行列 ， 而韩 国则于 年实

现了 这
一

目标 。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掉进
“

中 等收入 国家陷 阱
”

呢 ？ 通常来说 ， 发展 中 国家人

口 或 自 然资源丰富 。 它们根据本身 的要素禀赋 ， 发挥 比较优势 ， 生产并出 口 劳动

力 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 品 ， 要把人均收入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 中 等收入水平 ，

是相对 比较容易 的 。 但是 ， 随着 增长 ，
工资 相对上升 ， 同 时 ， 伴随经济增

长 ， 人 口 增长率降低 ， 老龄化渐现 ， 致使人 口 红利逐渐消失 ，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的 比较优势进
一

步下降 。 再者 ， 自 然资源 随着经济 的发展 日 益稀缺 ，

“

资源粗放

式
”

的增长方式难 以为继 。

那么 ， 如何才能克服
“

中 等收入 国 家陷 阱
”

呢 ？ 经济学界在这点 上有
一

共

识 ， 就是提高企业生产率 ， 促进企业绩效 ， 实现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升级 。 判

中 髙 收 入 国 家 的 分 类可 查 世 界 银 行 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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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产业是否 升级 的指标有 多个 ， 但对 中 国而言 ， 出 口 产品的 复杂度是
一

个 比较理

想的 国际 比较 窗 口 。 如 果
一

国 的 出 口产品的
“

出 口 复 杂度
”

高于其他 国家 ， 则该

掉入
“

中等收入 家 陷 阱
”

的可能性比较低 。 因此 ， 我们运用 罗德里克提出 的

“

出 口 复杂度
”

（ 指标 计算 了 各 国在 年的
“

出 口 复 杂度
”

。 所谓 出

口产 品复杂度 ， 就是指
一

国所 有出 口行业收 入的加权平均值 。

一

国 出 口 产 品复杂

度越 高 ， 它生产 的产 品 就越尖端 ， 技术含量就越髙 ， 也就越容易实现产品价值链

的提升 。

出
口

复
■

杂
度

单 ■ 年

； 年

美

元

中 日 中 新 粹 匈 墨 ，
本 《 加 《 牙 根 而 办 来 非

城 利 延 哥 由

溝

图 屮 国 与 经历 了
“

中等收入陷 阱
”

的 国 家 地区 出 口 复杂度水平比较

图 列 出 了 掉入
“

中 等收 入国家 陷阱 ”

的几个国家 （ 阿根廷 、 巴西 、 马来西

亚 、 墨西哥和 南非 ） 以 及成功跳 出
“

中 等收 入国 家 陷 阱
”

的另 外几个经济体 （ 曰

本 、 中 国 香港 、 韩 国 和新加坡 ） 。 然 后再用 中 国 的 出 口 复 杂度 与它们进行 比较 。

“ ， ”

，

】 为 了 衡量 中 闻 的出 口 复杂度 ， 我们 使用 了郝 斯曼 和海 德尔格 （ 研究 中 使

用 的方法 。 即 构 建 个指标 ， 将 人均 包含在 出 口 指标 中 。 这可 以通 过两个步骤 来实现 。 第 步

是构 建 个包含人均 平均值的指数 （ 用 每个行业的 比较优 势程度来作 为权 重 。

、 ▽ ” 、
一

厶 。 式 中 分子中 的 ‘ 是 国 国 内 行业 的 出 口 额 与 出 总额

的比例
， 分母 【 是将 世界 上所 有 国 家的 出 丨 比例进 行加 总 。 是 国的人均 值 换言

之 ， 指 标对理解 为行业 的生产 率水平指 标 。 因此 ， 指数可 以用来避 免因 国家收入 水平变

动 而 导致 的行 业扭 曲 。 为 了更 明 地 说明 这 点 ’ 文中 我们 构建 了 表明收 入 （ 生产 率 ） 水 平的

指数 ， 用 来衡 鼂某闲 的 揽 子出 口 品 的情况 ： 。 这里 ， 指标是 国

内 所有行业 的 指标的加权 平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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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看出 ： 除 了 马来西亚之外 ， 其他 国家 地区液近 年 内 的 出 口 复杂度呈上升趋

势 ； 未摆脱 困境 的 中等收入国 家比 成功摆脱困 境的 中 等收入 国家 地区 的 出 口 复杂

度水平较低
；

中 国 的 出 口 复杂度水平比未摆脱 困境的中 等收入国家要高 ，
和

成功的 中等收入国家 地区 相近 ， 甚至更高 。 前面两点 的 比较更在
一

定程度上说明产 品

出 口 复杂度越高 ， 国家 地区 陷 入
“

中等收入 陷阱
”

的概率越低 。 第三点发现启 发了 我

们关注如 下 问 题 ： 改革开放 以来 ， 特别 是新世纪以来 ， 中 国的 产业价值链有没有

升级 ？

中 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本部分探索 新世纪 以来中 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 把研究的 时间 维度

集中 在新世纪
，

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 其
一

，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 ， 中 国经济特别

是中 国工业制造业的 出 口 部门和非 出 口 部 门在新世纪保持着高速的 发展 ， 提供了

绝佳 的研究样本 ； 其二 ， 新世纪后微观数据更为 丰富 ， 可从企业微观层面来分析

中 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

在下文 中 ， 我们将首先分析制造业由 劳动力 密集型产 品 向 资本密集型产 品甚

至高科技产 品 的变革 。 价值链 的升级可 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看 出 ： 行业间 的 生产

宽度
”

和 行业 内 部的生产
‘ ‘

深度 。 然后 ， 我们从生产深度和中 间 产品投入来研

究加工贸易 在中 国 制造业出 口 中 的 作用 。 最后 ， 我们根据企业层 面的微观数据 ，

采用可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测算 中 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以上分析结果均证

明 中 国 正在进行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 。

一

） 中 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中 国 目 前是全球最大的 出 口 国 ， 对外贸 易是 了解 中 国产业结构变化 的理想窗

口 。 我们首先考察各行业之间外贸 的变化 。

改 革开放之初 ， 农产 品 出 口 占 中 国 出 口 总额 的 而工业制 品 出 口 占

工业制品进 口 则占进 口 总额的 。 今天 ， 中 国 的 贸易 模式发生了 巨大 的

改变 。 到 年时 ， 工业制 品 占 出 口 总 额 的 其中重工业 出 口 占 。 其

中 ， 高资 本密集度产 品 出 口 又 占 了 。 同 时 ，
工业制 品进口 则 占 进 口 总 额 的

而机械制品和运输设备 的进 口 占其中 的 。

在 年之后
，

国 家统计局 开始提供含有所有 国 有企业和 年营业额超过 万人民 币 的非 国有

企业 的年度会计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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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以来 ， 中 国 出 口 与 之比在 左右 ， 出 口 占第
一

、 二产业产值的

。 为了 解中 国 如何实现制造业 的价值链升级 ， 我们集中 考察 了 劳动力密集型

和 资 本密集型 工业 的 出 口 比 例 （ 即 某
一

行业 的 出 口 量与所 有行 业总 出 口 量之

比 ） 。 电 器行业在 年 时有最 高的 行业 出 口 比例 （ 其 次是 纺织 业

。 鉴于中 国 是个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 ， 因此中 国有如 此巨大的纺织业 出

口 是再正常不过的 。 经典的赫 克歇尔一俄林模型预测劳动力 资源丰 富的 国家 （ 如

中 国 ） 会 出 口 劳动力 密集型产 品 如纺织品 ， 而进 口 资 本密集型产品 如机械制品 。

但奇怪的 是 ， 中 国 却存在着大量的机械产品 出 口 。 进入新世纪之后 ， 这个现象愈

发 明 显 。 年时 电器设备的 出 口 比例上升至 与此 同 时 ， 纺织业的 出 口

比例下降到 了 。

更有意思的是 ， 中 国 出 口 的高新技术产品 占有明 显份额 。 高科技产品 的大量

出 口 成为 中 国 的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 。 中 国 出 口 的高科技产品 占制造业出 口 总

额的 ， 这一

比例 甚至高于美国 。 中 国 的高科技出 口产 品 中 大部分是计算机和

通讯产 品
， 占 年中 国 的高科技 出 口 总额 的 。 其他重要的技术产品包括

电子产品 （ 占 高新技术产品 出 口 总 额的 、 光 电技术 （ 和生科技术

为 什么 像中 国这样的中 等收入 国 家能够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 出 口 ？
一

个重

要 的原 因是中 国 加 工贸 易 的快速发展 。 加工贸 易是发展 中 国 家 （ 尤其是 在中 国 、

墨西哥 和越南 ） 很普遍的
一

种 贸 易模 式 。 国 内 企业从国 外进 口 原材料和 中 间 产

品 ， 利用 国 内 的加工技术进行加工
， 然后向 国 外出 口 最终产品 。 为 了 鼓励加工贸

易 ， 政府通常为待加工 的中 间 产 品提供关税免征 、 减征 、 退税等优惠 政策 。

… 丨 丨 丨 丨

弋
煤

？ 蚤 饮 制 印 食 服 木 皮 普 橡 纸
念 办 ？ 家 食 运 塑 金 纺 运 电

？
电 化 炼

油 草 矿
！ ！ 會 料 药 刷 品 装 材

《
毛 通 胶 制 公 具 品 动 料 属 识 输 气 子 纤 焦

畫 會
《

二 制 制 加 机 品 学 设 加 产 制 产 品 设 设 设 制 煤
属 属

产 造 品 工 设 械 材 备 冶 工 品 品 品 备 备 冶 备 品

产 品 备 料 炼 炼

图 中 国制造业产品 的
“ 生产深度

”

（ 附加值与产出 之比 ）

数据 来源
：

历 年 《 中 国 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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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 以下两个角 度检查加工贸 易 的发展情况 。 首先 ， 到底是哪些行业用 了

较多 的进口 中 间 品呢 ？ 我们发现 ， 机械部 门和非金属矿业部 门 使用 了大量的进 口

中 间产品 （ 比例分别为 和 而纺织业只 使用 了 的进 口 中 间 产品 。

这与直觉相符 ： 机械行业大量使用 了 从 日本和韩国进 口 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

其次 ， 哪些从事加工贸 易 的行业产品 的 附加值较高呢 ？ 图 按照产 品的
“

生

产深度
”

（ 即产品 附加值除以产值 ） 对所有的制造业进行排序 。 可以看 出 ， 矿业

的 附加值较高而 电子设备的 附加值较低 。 以苹果公司 的 为例 。 中 国 生产的
一

台 的 出 口 值是 美元 ， 但在中 国 实现的产品 附加值只有 美元 。 不过 ， 这

也就引 出相应的
一

个 问 题 ， 为 什么 有些产业能够 实现较高 的产 品附加值提升呢 ？

二 ） 中 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不同 的产业附加值实现之所 以大小 不同 ， 最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生产率高低

不同 。 如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 出 的 ：

“

生产率不是全部 ， 但在长期中

近乎
一

切 ！

”

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 以较低的 成本实现较高的利润 ， 从而推动 了 整

个行业利润率的上升 ， 并实现产 品升级换代 ， 产业价值链得 以提升 。 他认为 ， 大

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的只 是要素投入 的增加 ， 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 ， 所 以才会在东 南亚金融危机时遭到重创 。 那么 ， 中 国 工业企业 目 前的生产

率水平如何 ？ 生产率是否逐年上升 ？

目前 ， 学术界衡量生产率通常有两种方式 ：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 劳

动生产率 即是企业产品 附加值除 以工人数 ， 它的优点是计算方便 ， 但缺点是过于

简单 ， 无从衡量资本和中 间产品 的贡献 ， 因此 ， 比较可靠 的是用 全要素生产率来

衡量企业的生产率 ， 它的衡量通常是用观 察到 的产 出 和最小二乘 （ 估计值

之间 的差距 。 我们 因此用 了 国家统计局收集 的大中型
“

规模 以上
”

企业样本来衡

量中 国企业 的生产率 。

全要素 生产 率通常 是用观察到 的产出 和最小 二乘 （ 估计值之间的差距 。 然而这种 方法通常

存在联 立因果偏 差和样本选择偏差 。 所 以我们 采用 了 方法 （表 中 称为 来 克服这两

个 问 题 （
，

“

，
， 详见 余淼杰 ：

“

中 国 的贸易 自 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

产率 来 自 企业层面 的实证分析
”

， 《经济研究》 ， 年 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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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 国 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

年 ）

劳动 力

中 国行业分类代码 位数字 ）

！

生”

食品加工
（

食品制造业
（

饮料制造业

纺织业

服装、
鞋 、 帽制造业

皮毛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制造
，
竹 、藤 、棕 、草制品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

印 刷业

文体教育类

石油加工
、 炼焦及燃料

化学原料制造

医 药制造业

化纤制造业
（

橡胶制品业
（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

黑 色金属冶 炼及冲压
（

有 色金属 的冶 炼及冲压
（

金属制品制造业
（

通 用设备制造业

专 用设备制造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

所有行业

注
： 受篇 幅所限没列 出 标准误

，
有兴趣的 读者可 以联系作者 索要。

表 列 出我们估算 的中 国各个工业制造业的 劳动力 、 资 本弹性系数 ， 据此可

计算企业 的生产率 （ 结果列在最后两列 ） 。 从中 可见 ， 各个产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

国 际经 济评论 年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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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较高 ， 通过计算各年 的增长率 ， 布拉德特等根据中 国 企业的生产数据发现 ， 在

—

年期间 ， 使用总生产函数计算 的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 。

⑴
我们

发现 ， 如采用 附加值来计算 ， 平均而言 ， 新世纪 以来 中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全

要素生产率的 年增长率为 左右
——

中 国 企业的 生产 率有较大的 增长 ！ 这 既

解释 了为什么 中 国 能够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 ， 同时也解释 了 中 国为什么 宏观经济

能够保持 左右 的年增速 。

中 国进一步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上面大量 的经验典型事实 已证明 ： 在新世纪的第
一

个十年中 ， 中 国的确经历

了 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 。 更进
一

步地 ， 我们想理解 为什么 会出 现这种情况 。 有

两种理论可以 解释 中 国 的产业升级 ： 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 。 首先 ， 改革开放

之初 ， 中 国具有丰富 的劳动力 资源 ， 企业可以支付相对较低的工资 。

【

给定其他

因素不变 ， 企业可 以获得更 多 的利润 ， 因此企业能够有 充分 的资 金进行产业升

级 。 在改革前二十年 中 ， 中 国 出 口 的 大部分是服装和纺织 品等劳动密集型产

品 。 这正是与赫克歇尔
一

俄林模型的预测是
一

致 的 。

一

个劳动力丰富 的国家理应

出 口 劳动密集型产品 ， 以充分利用其 比较优势 。 目 前 ， 中 国加工贸 易之所 以能 占

外贸 的
“

半壁江 山
”

， 也正是利用 了 中 国低价的劳动力优势 。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 ， 特别是 年加入 世贸组织 （ 以后 ， 中 国产业

能够升级 ， 价值链得 以提升的主要原 因在于市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 。 正如克鲁格曼

所强调 的 ： 比较优势不是各 国 贸易 唯
一

的原 因 ， 规模经济是另
一

种贸 易收益的来

源 。 国家可 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从贸易 中获得收益 。 事实上 ， 中 国的 市场规

模不仅在 国 际上不断扩张 ， 国 内 市场 也在新世纪蓬勃发展 。 例 如 ， 到 年

底 ， 中 国 已实现近 万 台 （ 辆 ） 的汽车销售量 ， 超过美 国 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

汽车市场 。

那么 ， 中 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中 的 比较优势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还能

，

”

，

林毅夫
： 《 自 生能力 、 经济发展与转 型 ： 理论与实证 》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姚洋 、 余淼杰 ：

“

中 国 的劳 动力 、 人 口和 出 口 导向 的增长模式
”

， 《 金融研究 》 ， 年第 期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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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存在 呢 ？ 同样 ， 加入 后得到的市场扩大效应会不会继续 自 动地发挥它

的作用 呢 ？ 或者说 ， 中 国较大 出 口市场规模能不能继续得到保证呢 ？ 如果这两个

问题得不到正面的回答 ， 那下
一

个十年产业的升级 ， 企业生产率 的提升就得不到

有效的保证 。

先来考察
一

下中 国 国 内 的经济结构变化 。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以来 ， 中

国沿海地区 的 企业工资成本大幅上升 ， 并 由此逐渐辐射到 中部 内 陆省份 。 同时 ，

中 国人 口 老龄化现象逐渐 明显 ， 人 口抚养 比上升速度较快 。 虽 然学术界对 中 国

目 前是否 已达到 刘 易斯拐 点
”

的看法并不
一

致 ， 但对工资 成本的上升却无异

议 。 虽然 中 国 的平均工资 水平相对于欧美等发达 国家还 比较低 ， 但 同越南等东南

亚国家 比却相对较高 。 由 于这些东南亚国家出 口也多 为劳动力 密集型产品 ， 所以

中 国工资水平的相对上升就 削弱 了 中 国 在劳动 力密集型产 品上的 国家竞争优势 。

同时 ， 由 于中 国在土地 、 资 本等要素市场上也存在着
一

定程度的 扭曲 ， 这就会更

进
一

步影响到中 国 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比较优势的实现 。

再来考察
一

下 中 国面临 的 国际环境变化 。 受 年 以来 国 际金融危机 的影

响 ， 中 国 目 前所面临 的 国 际经济贸易 形势相较新世纪的第
一

个十年 已发生 了 深刻

的变化 。 主要变化有三 ： 第
一

， 传统 的主要出 口 国 经济乏力 。

一

直以来 ， 欧美 日

都是中 国 产品 的主 要 出 口 国 ， 但欧盟各 国受严重 的债务危机影响 ， 经济 复苏缓

慢 ， 平均 增长速度只 能徘徊在 附近 。 日 本在 年遭受 地震 、

海啸 、 核辐射三重天灾人祸 后 ， 短时期 内 经济难 以 复苏 。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

美 国的 失业率更是
一

直居高不下 ， 持续稳定在 左右 ， 近期虽因 美国政府釆取

“

制造业回流
”

等多项刺激政策 ， 经济停止滑坡但依然增长乏力 。

第二
，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 ， 中 国 同其他发达国家 （ 包括出 口 产品相似

的发展中 国家 ） 将会有更多 局部贸 易摩擦 。 有学者预测 ， 发达 国家的经济增长在

第二个十年将停滞不前 ， 长期的低增长将成为 发达 国 家的 新常态
”

。 为保护本

国就业 ， 发达 国家必将会设置更髙的 贸 易壁垒 。 作为 全球最大的商品 出 口 国 ， 中

国 同这些 国家的贸易摩擦势不可免 。 比如 ， 近期 由于中美存在巨额的双边贸易逆

差 （ 年中美贸易 逆差近 亿美元 ） ， 美国势必对中 国釆取
一

系列贸 易保护

政策 ， 主要是针对某些行业的反补贴 、 反倾销的
“

双反
”

措施 ， 以保存本土 同类

姚洋 、 余 淼杰 ：

“

中 国 的劳动 力 、 人 口和 出 口导 向 的增长模式
”

， 《 金融研究 》 ， 年第 期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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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的 国 内 市场 。 哪些行业会首当其冲呢 ？ 主要是在
一

些两 国间竞争力势均力敌

的产业 ， 或者说 ， 是两 国 比较优势都不 明显 的 制造业 ， 如汽车零部件 、 光伏产

业 、 铜版印 刷纸等 。

第三
， 为 了 促进美 国 的 出 口

， 年底 ， 美国 总统奥 巴 马髙调 力 推 目 前 已

有 个成员 国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 强调将建成髙水准 的 自 由 贸易 区

十年 内 实现区 内 农业、 制造业 、 服务业的所有商品零关税 ， 并涉及市场

透明 、 金融监管等领域 。 生效后 ， 美国会从越南等东盟国 家直接进 口纺织类

等劳动力密集型产 品 ， 原因很简单 ， 虽然中 国 的 同类劳动力密集型产 品 比东盟各

国成本相对较低 ， 但因 为 作为
一

个 自 由 贸易 区 ， 区内 贸易 关税 为零 ， 美 国转

而从东盟各 国进 口 ， 将会使中 国 同类产 品在出 口 中 处于不利地位 。 所 以中 国对美

国 的 出 口会受到负面的冲击 。 以上这三个方面都说明 了 中 国面临 的 出 口 国际市场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不乐观 。

进一步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 对外改革 ， 对内开放

要保证 中 国 能进
一

步顺利的产业升级 ， 笔者以 为 在接下来 的十年中 ， 应该对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的政策方 向进行调整 ， 赋予改革开放 的国策新的 内 涵 ， 重点

方 向 是 ：

“

对外改革 ， 对 内 开放
”

。

对外改革并非是停止开放 ， 而是强调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式和 内 容 ， 以适应不

断变化的 国际经济格局 。

对外改革的 首要任务是转变主要 出 口 目 的国 。 欧美市场
一

直是 中 国 贸易 的主

要伙伴 ， 消化 了 中 国 出 口产 品的大部分 。 过度依赖主要的 贸易伙伴可能带来系统

性的风险 ， 当这些经济体不景气时 ， 大幅度减少进 口 中 国产品 ， 将导致 中 国 出 口

行业波动加剧 。 改革的方 向应当 是更加关注
一些新兴工业化国 家和市场潜力 巨大

的发展中国 家 ， 如俄罗斯 、 巴 西 、 印度 、 澳大利亚 、 南非等 。 俄 罗斯于 年

正式加入 后 ， 必然会放开
一

系列 的产 品市场 ， 同 时进 口 关税也必将大幅度

下降 ， 给 中 国产品 进入俄 罗斯市场提供了 绝佳的机会 。 通过发展新 的贸 易 伙伴 、

提高发展中 国家在中 国外 贸 中 的 比重 ， 可 以有效地分散世界经济 的系统性风险 ，

减少中 国 出 口部 门 的波动 ， 为 出 口 行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 使其能够提升

生产率 ， 推动产业升级 。

对外改革 的第 二项任务 是做实 东盟 自 由 贸 易 区 。 目 前 东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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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已有
一

定基础 ， 但还要加强国 际合作 ， 加快制度建设把中 国
一

东盟 自 贸 区做

实 。 当前 ， 东盟国 家对中 国 出 口 比较容易 ， 而中 国 对东盟 国家 的 出 口 增速缓慢 ，

原因在于东盟并没有对 中 国 产品 实行零关税 ， 而中 国 对东 盟 的 产品都

实行 了零关税 。 双方制度化建设的不对等使得中 国 当前从 自 贸区 中 的获益还不是

很大 。 更重要的是 ， 要大力推进
“

中 日 韩 自 贸 区
”

的建设 。 因为 日 韩是中 国最重

要的 贸易 中 间 品进 口 国 ， 最主要的 出 口 目 的地之
一

， 所 以 ，

“

中 日 韩 自 贸 区
”

对

促进 中 国 的外贸 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中 日 韩三 国 是
一

衣带水的邻邦 ， 也都

是世界经济中 的重要力量 ， 自 由 贸易 区 的建立对三国 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 意义 。 目 前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都 已认识到建立 “

中 日 韩 自 贸区
”

对 日 本经济的

正面促进作用 。 而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 ， 各方合作意愿加强 ， 正是推进 自 贸

区建设的大好时机 。

对外改革的第三项任务是调整加工贸易 方式 。 首先要减少来料加工 比例 ， 增

加进料加工 比重 。 而在进料加 工中 ， 促进加工贸 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应成为
一

句

空话 。 中 国的加工贸易促进 了 就业 ， 但 问题是最终出 口 品 附加值太低 。 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是提高 出 口 品 附加 值 的唯
一

方法 。 而如何转 型升级呢 ？ 则重在研发投

入 。 研发可 以分为两类 ，

一

种是对传统工序 的优化和创新 ， 另
一

种则是生产全新

的产 品 。 我们 的研发重点应放在第
一

类 。 改进传统工序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 ， 增

加 企业利润 ； 同 时 中 国 科技水平同 发达国家还有
一

定的差距 ， 对现有技术 的改

造 、 再吸收是更符合中 国 比较优势的战略 。

同样 ， 对 内开放不 是说要止步 改革 ， 而是说改革应 当更加关注开放 国 内 市

场 。 通过开放产 品和要素市场 ， 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 ， 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

实现产业升级 。

对 内开放 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国 内各地区 间贸易壁垒 ， 降低地区 贸易成本 。 中

国 幅员辽阔 ， 各地区发展程度差异还很大 。 如 果能够发挥各地区 的 比较优势 ， 实

现
“

腾笼换鸟
”

的产业政策 ， 将为 中 国 经济内 生性增长提供强大 的动力 。 但是 目

前各地区 的行政机关仍然思想僵化 ，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 巧立名 目地设置各种显

性和隐性的地区壁垒 ， 使得地区间贸 易难度甚至要大于对外贸 易 。 这严重制约 了

各地区 的协同发展 ， 也 阻碍了 各地区 的产业升级 。

对 内 开放的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开放要素市场 。 要素市场 的有效运行是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环节 ， 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效率 。 相较产 品市场而言 ， 中 国要素市场的

准入 门槛还很高 ， 行政指令色彩比较浓重 ， 这制约了 资源的有效配置 。 新
一

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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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上 台后 ， 强调深化改革 ，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 具体而言 ，

就是要逐步降低能源 、 电力 、 金融等行业的进入门 槛 ， 让民营资本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 ， 加强竞争 、 提升效率 。 同时 ， 劳动力作为 中 国最重要 的生产要素 ， 改革户

籍制度 、 放开二胎政策是开放劳动力 要素市场的应有之义 ， 因为改革户 籍制度能

够促进劳动力 要素 的 自 由 流动 ， 实现最优就业结构
；

放开二胎政策则能有效应对

老龄化渐现 、 人 口 红利耗散的现实问 题 。 这两项政策 ， 对于劳动力 密集行业具有

比较优势的 中 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对 内 开放 的第三项任务是进
一

步开放产品市场 。 中 国的产品市场上已经基本

实现 了 市场化定价 ， 行政指令 的成分 已经很小 。 但是生产企业 的税负还是很重 ，

此外还有花样繁多 的行政事业 收费 ， 这使得产 品价格过高 ， 而且压缩了 企业 的利

润空间 ， 不利于企业 的长期发展 。 为 了 维持企业活力 ， 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 ， 需

要减轻企业负担 。 不仅要进行结构性 的减税 、 减少行政收费项 目 ， 减轻企业的负

担 ，
还要加快推进营业税改革等税制改革措施以减少重复征税 、 双重价格扭 曲 的

低效率 。

小 结

改革开放使中 国 成为 中等收入发展中 国家 。 作 为 当今世界经 济的重要增长

极 ， 中 国实现了 工业行业内 部和行业之间 的产业升级 。 中 国企业的生产率也得到

大幅提高 ， 出 口 更多 复杂的 、 差异化明显的产品 ， 甚至还包括加工贸 易模式生产

的高科技产 品 。 即使在扣 除加工贸易 的 因素后 ， 中 国 的产业结构依然在三十年中

有 明显的升级换代 。 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是中 国产业不断升级的主要动力 。

新世纪 以来 ， 国 际经济格局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 ， 中 国产业升级所倚赖 的两股

动力 （ 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 ） 不断弱化 。 为保证产业升级得 以 继续 ， 企业生

产率继续提升 ， 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 以新 的时代 内涵 ， 由
“

对 内 改革 ， 对外开

放
”

向
“

对外改革 ， 对内 开放
”

转变 。 对外改革 ， 幵发新的 贸易伙伴 ， 降低对少

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 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 ， 同 时加快建设同周 边国 家的 自 由

贸 易区 、 调整加工贸 易模式 。 对内 开放 ， 破除各地区 的贸 易壁垒 ， 放开各要素市

场 ， 进
一

步开放产 品市场 。 通过
“

对外改革 、 对内 开放
”

政策 ， 为 产业升级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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