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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和实践

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新战略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中国化探索∗

杨圣明

【提　要】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今后三十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从贸
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即实现贸易强国是我国今后努力奋斗的新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战略目标�
依据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并立足于中国实际�笔者进一步提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五外” 和谐新战略、
“科技兴贸” 战略和 “两洋” 战略等四大战略�探讨各个战略的内涵、理论基础、基本要求及现实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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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强国：新战略目标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

国�2010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仅次于美
国�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位。今后三十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
强国。这就是说�实现贸易强国是我们今后努力奋斗的
新战略目标。

何谓贸易强国？我国学术理论界近几年已有一些研
究成果。例如：商务部研究院李钢研究员总执笔的 《后
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研究报告从数量
指标与质量指标相结合的高度界定了贸易强国。①数量
指标有：（1） 保持并巩固出口货物贸易规模居世界第一
的地位�增长速度不仅高于世界贸易发展的平均水平�
而且将可能与我国 GDP 保持同向增长�也可能高于
GDP 若干个百分点；（2） 在规模份额上�保持国际市场
份额稳步提高�中国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从目前
的9％提高到2020年的12％以上�进口货物的比重从目
前的9％达到2020年的11％；（3） 在服务贸易方面�将
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中的位次提升至前三位之内。质量
指标有：（1） 拥有若干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和一大批中

小型跨国公司�到2020年之前�争取有8～10家跨国
公司进入世界100强�25～30家进入发展中国家100
强；（2） 拥有一批世界级品牌；（3） 逐步占据国际标准
高地�2020年国家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采用率达到
85％；（4） 逐步把握规则主导权�在多边贸易规则中掌
握主动权；（5） 力争战略性资源产品定价主导权； （6）
推进贸易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有的文章提
出�所谓贸易强国一般应包括6个方面：必须是经济高
度发达的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非常明
显；对外投资规模大；货物贸易规模大�服务贸易尤其
发达；对外开放度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国内贸易规
模大�有大量进口。②也有的同志设计出了 “贸易强国
评价指标体系”。这个体系把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在
10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上得分的算术平均数作
为贸易强国的标准。目前�中国与上述三国的差距还很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领导交办课题成果的总报告。
①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 《国际商
报》2010年4月21日；《国际贸易》2010年第1、2期。

②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国际贸易》2010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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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争取到2015年�使这个差距缩小四分之一�到
2020年缩小二分之一�到2030年各项指标与贸易强国
基本相等。这就是说�2030年我国基本上实现贸易强国
之梦。① 对贸易强国的内涵与外延的上述几种界定�各
自都有一定的道理和可取之处�但也有不足、不完善的
地方。总的说�条条太多�主次难分；标准难以把握�
可操作性不够强。本文认为�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准可归
纳为：
1∙世界贸易中进入前五位
国家强弱是相对的、相互比较而言的�随着时间变

化而不断变换。昔日的强国�今天变为弱国；相反�昔
日的弱国�今天或明天成为强国。为了界定贸易强国的
内涵与外延�让我们先看一看历史上英、美等贸易强国
演变的历史轨迹。
　表1　主要国家的商品货物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单位：％
时间 世界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日本 中国

1820年 101∗ 27 9 11 6 — —
1840年 101∗ 25 11 8 7 — —
1860年 99∗ 25 11 9 9 — —
1870年 101∗ 25 10 10 8 — —
1880年 101∗ 23 11 10 10 — —
1901年～
1905年 100 16 7 12 11 — —

1913年 101∗ 16 7 12 11 — —
1928年 101∗ 14 6 9 14 — —
1937年 100 14 5 8 12 — —
1958年 100 9 5 8 14 2∙7 —
1963年 100 8 5 9 11 3∙9 —
1971年 100 7 6 10 13 6∙2 —
1980年 100 6 7 10 13 7∙0 2∙0
1990年 100 6 6 11 13 7∙5 1∙7
2000年 100 5 5 8 16 6∙5 3∙4
2009年 100 3 4 8 11 4∙5 8∙8
　　注：带∗号数据为四舍五入之结果。

资料来源：1971年以前的数据源自 ［日 ］ 宫崎犀一等编著
《近代国际经济要览 （16世纪以来）》�陈小洪等译�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1980年以后的资料是作
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编 《国际统计年鉴》有关年份的数据计算的。

表1的数据表明： （1） 近二百年来先后出现的英、
法、德、美、日五大贸易强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最高比
重分别是27％、11％、12％、16％和7∙5％。同它们相

比�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目前仅超过了最高
时的日本�距其他四大贸易强国的最高比重还有一定的
距离。（2） 就目前 （2009年） 的现状而论�中国在世界
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8∙8％） 已超过英国 （3％）、法国
（4％）、德国 （8％） 和日本 （4∙5％）�仅次于美国
（11％）�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中国已跻身于贸易大
国之列。 （3） 近二百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
展�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巨大
变化。1820年时�英、法、德、美四国的贸易额占世界
总贸易额的比重高达53％�而到2009年仅有26％�减
少了2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中国、印度、巴西、俄
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经济国家先后崛起�它们的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它
们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明显上升。（4） 在贸易比重
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贸易强国目标定在何处？看来�已
不能盲目攀比英、美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峰 （27％、
16％）�若定在13％～15％可能比较适宜。

除上述的商品货物贸易外�还有服务贸易的强国目
标问题。让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同目前世界上的几个服务
贸易强国的差距还有多大。
　表2　主要国家的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

单位：％
时间 世界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2005年 100 13∙5 7∙2 7∙0 4∙5 5∙1 3∙5
2006年 100 13∙0 7∙1 7∙4 4∙1 5∙0 3∙6
2007年 100 12∙5 7∙0 7∙2 4∙0 4∙6 4∙0
2008年 100 12∙3 7∙2 6∙7 4∙0 4∙3 4∙2
2009年 100 12∙5 7∙3 6∙2 4∙1 4∙2 4∙5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编 《中国服务贸易
发展报告》（2006年～2010年） 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的。

表2的资料表明：（1） 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年�美
国仍然居世界第一位�但世界服务贸易格局已出现了明
显变化。除德国维持不变�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四
个发达国家的相对地位都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地位则明
显上升。（2） 仅就2009年的状况而言�中国虽然已超
过法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四位�同英国、德国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同美国相比�更是高低悬殊�不可同
日而语。如果进一步从服务贸易结构上看�更显中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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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 《国际商报》
2010年4月29日。文中所说的10个一级指标是：市场份
额占有率、人均贸易额、产品竞争力、国际收支状况、贸
易多元化、经济规模及人均 GDP、产业结构、汇率稳定
性、贸易条件、跨国投资。



后。中国的服务贸易中仅运输、旅游这两个传统项目的
比重就高达50％以上�像金融、电信等现代服务项目的
比重甚低�而发达国家则与此相反�其优势则是现代服
务业基础上的现代服务贸易。（3） 在五年间�最大的5
个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比重由37∙3％降至34∙3％�降
低3个百分点。除中国上升1个百分点外�其余2个百
分点则由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比重上升相抵销。这
反映了南北经济结构正在调整与完善。

从上述中国的商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

中所占比重看�已经位居第二位和第四位�都进入前五
位�可称为贸易大国了。但是仍然不是贸易强国�为什
么？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贸易品的科技含量少。在
商品货物贸易方面�仍然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贸易
品为主�高科技贸易品还较少；在服务贸易方面�运
输、旅游等传统服务的比重很高�而金融、电信、文化
等现代服务的比重则很低。这就是说�从服务贸易的结
构上看�中国仍然不够贸易强国的资格。其二�贸易经
营主体小。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大多是大型跨国公
司经营的�而中国则由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外贸公司经
营。为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强国�还要在上述两
方面努力。下面我们分别谈一谈。
2∙贸易品的科技含量高
（1） 在商品货物贸易品中�以国际通用标准计量的

高新科技产品进出口的比重达60％以上。各国对于所谓

高新科技产品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目前中国按国情和
科技水平规定了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低于发达国家的
标准。它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装备制造、光机电一体化等六大领域。商务部同科技部
分三批共同认定了科技兴贸新基地�大力推进新的进出
口基地建设。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投资年均增长21％。
从2009年起�中国已进入世界技术专利国家的前列�
预计2011年将超过美国成为科技论文最多的国家。虽
然美国的大学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其学生成绩则
很差。通过对65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
国占第一位�而美国在第23～24位之间摇摆。①中国的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1985年～2008年间年均增长
33∙5％�这种速度是相当高的。按这种速度�中国很快
将达到贸易强国的标准。如上所述�高新技术产品的标
准�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上升的�如果把目前我
国的标准再提高一步�或依国际上一般通用标准衡量�
我国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

（2） 现代服务贸易占世界的比重进入前五位。从国
际服务贸易结构上考察�我国传统服务贸易的比重高�
而科技含量高的现代服务贸易的比重则相当低�同美、
德、英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金融服务
和通信服务相差悬殊。仅以中美两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而
论�美国占全球的21∙5％�而中国仅有0∙3％�相差太
大了 （见表3）。

　表3　2009年主要国家或地区各项服务贸易进出口在世界中的比重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运输服务 旅游服务 通信服务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进出口额 比重 （％） 进出口额 比重 （％） 进出口额 比重 （％） 进出口额 比重 （％） 进出口额 比重 （％）
世界 15350 100 46600 100 1547 100 3337 100 2223 100
美国 1525 9∙9 1671 10∙1 170∙5 11 719 21∙5 699 31∙4
德国 1155 7∙0 114∙7 7∙4 180 5∙4 84 3∙8
英国 786 4∙7 133∙0 8∙6 635 19∙0 146 6∙5
法国 879 5∙3 83∙8 5∙6 38 1∙1 27 1∙2
荷兰 86∙2 5∙7 27 0∙8
欧盟

27国 5975 38∙9

日本 722 4∙7 79 2∙4 59 2∙7
中国 702 4∙6 834 5∙0 24∙1 1∙6 11 0∙3 129 5∙8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编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0年） 的数据计算得出。
　　3∙跨国公司成为贸易经营的基本主体

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还仅限于为中国企业的进出
口服务�满足中国自身的要求。严格说来�这还不是国
际贸易�更不是世界贸易�还仅仅是对外贸易。由对外

贸易升至国际贸易以至世界贸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　 ［委内瑞拉 ］ 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 《中国对阵美国：
争当世界技术领袖》�《参考消息》201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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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再上一个大台阶�所谓国际贸易是指主要由跨国公
司经营�买入世界各国的产品�卖出世界各国的产品�
为世界各国服务。像美国的沃尔玛公司、日本的伊藤忠
株式会社等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所经营的是真正
意义的国际贸易甚至世界贸易。目前�放眼世界看�跨
国公司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基本主体。它们的经营额占全
球的70％左右。中国要成为贸易强国�非出现几个世界
顶级的巨型跨国公司、若干大型跨国公司和一批中小型
跨国公司不可。① 这些跨国公司将成为中国这个贸易强
国的基本经营主体和主要特征之一。

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

略。它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方位
和层次的对外开放。这里仅从经济学�特别是国际贸易
学的视角探讨这个战略的内涵、理论基础、基本要求及
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1∙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国际环

境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不过是商品 （包括服
务） 交换关系。所谓国际经济秩序不过是国际交换秩
序、市场竞争秩序。而这种商品交换关系或市场竞争秩
序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采用何种模式？如何
建立？中国政府提出的总战略、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过
去称为平等互利�目前称为互利共赢�国内学术理论界
则取名等价交换。这些称谓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说
透、说彻底。在理论上�应当说�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新应用。换言
之�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是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理
论基础。在国际市场上�各国的商品千差万别、形态各
异�为什么能够相互比较和交换？比较的科学标准是什
么？交换的合理依据在哪里？交换是平等互利的、双赢
的�还是一方剥削另一方？对这些问题�马克思国际价
值理论都给出了科学回答。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基本规律�不
论在何国�或国际社会里�均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
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

换�各自获取应得的利益。不论何时何地的商品及其主
人———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国际价值规律面前一律平
等。或者说�国际价值是双方交换的依据�是平等的尺
度�是合理的标准。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的这个基本要
求�那就是维护和发展商品等价交换的正常关系和秩
序；否则�就是破坏正常的国际交换关系和秩序。中国
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在国际价值

规律基础上的正常的国际商品等价交换秩序。中国政府
过去坚持平等互利�目前提倡 “双赢”、 “多赢”、 “共
赢”�都是基于国际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是符合这个规
律要求的�因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但是�有
些发达国家并不遵守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按国际价
值这个标准判断是非�而是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
搅乱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秩序�从中渔利。
2∙国际价值规律的特点：等价交换掩盖着剥削
同国内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相比�国际市场经济

中的国际价值规律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同一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的劳动创造不同量

的国际价值。马克思写道：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
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
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
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② 由此可知：生产
率和劳动强度较低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

上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
（2） 不同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创造相同数量的国

际价值。马克思指出： “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
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
“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
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变化。” “在这种情
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③ 当前�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以三个劳动日同发达国

家的一个劳动日进行交换�其中的剥削不言而喻。
（3） 双赢与剥削并存。既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上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为什么还要进入世界市场
进行商品交换呢？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暂时落后的
国家�在国际交换中� “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
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
生产的更便宜”。④ 简言之�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出口
方面吃亏�而在进口方面获利。正如马克思所说� “两
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是
一国总是吃亏”。⑤ 既获利�又受剥削�这是当代新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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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 《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2008年世界非金融类
跨国公司100强 （根据国外资产排名） 中�中国仅有中信
集团公司一家；在发展中国家100强中�中国有11家公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6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
版�第1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6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
版�第402页。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真实情况的写照。
如上所述�国际价值是各国商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等

价交换的基础、尺度和平等的客观标准。这里所说的
“等价”、 “平等” 就在于以同一个尺度———国际价值来
衡量和判断。但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科技
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因而�创造同量的国际价
值则要花费很不相同的劳动时间�在发达国家可能仅用
一个劳动日�而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耗费三
个劳动日。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三个劳动日
同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出现�平等
将转化为不平等�等价交换将转化为不等价交换�产生
剥削行为� “价值转移” 必然发生。这就是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中的二律背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有的人不理解这一点�主张保留等价交换�而同时消灭
剥削、不平等、不等价等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这是
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国际
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规律即国际价值规律决定了一切国际

法权都是表面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表面的等价交
换而事实上的剥削。既获利、又受剥削�这是市场经济
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的。要摆脱这种矛盾环境�消灭剥
削�只有离开市场经济�否定国际价值及其运行规律。
这在目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进入新的更高级的社
会———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等
消亡之后�事实上的真正平等�无剥削的极乐世界�才
会降临人间！当前的唯一办法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实施 “科教兴国” 战略�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
率�建设现代化的强国�争取早日消灭商品经济。
3∙国际价值理论是走向贸易强国的指路明灯
（1） 三个劳动日交换一个劳动日的现实
我国按贸易规模而言�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贸易

大国�但仍然不能称为贸易强国�主要原因在于�外贸
仍是粗放增长方式�出口商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者
甚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者少�而劳动、资源、能源密
集型者多。据有关部门计算�我国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
的外汇�才能购买一架空客380的飞机。类似的情况还
不少。它们说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正处于
以我们的三个劳动日同他们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的阶

段。这种交换�既发挥了欧美国家的科技优势�又发挥
了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双方都获利�即达到 “双赢”�
同时又含有不等价的剥削成分。这是当前条件下国际价
值规律铁面无私的公平裁判�谁能奈何之？

（2） 一个劳动日交换一个劳动日的目标
按国际价值这个标准进行衡量�当前我国的三个劳

动日在交换中可能等于欧美国家的一个劳动日。如果经
过专家研究和计算�实际情况的确如此�那么我国为制

造向欧美出口商品而消耗的劳动将有大约三分之二是无

效劳动。换言之�如果我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
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完成现在的出口贸易额�仅有三
分之一的劳动消耗就够了。这说明�我国劳动数量潜力
和质量潜力是多么巨大啊！我们决不能停留在以三个劳
动日交换欧美一个劳动日的阶段。但是�我们又不可能
一步登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问
题。可否分三步走�划分三个阶段：目前处于三比一阶
段�走完这个阶段至少还要20年时间；二比一阶段�这
个阶段也需要20年时间�由中等发达国家迈向更高水平
的发达国家�加速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
平；最后是一比一阶段�届时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
产率水平将与欧美持平�商品生产劳动消耗大体一致�
中国真正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事实将证明�三比一转
化为一比一的过程就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3） 如何完成三比一向一比一的过渡
三比一向一比一的过渡�实际上是我国对外贸易由

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增长�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
强国。完成这些质量型转变或过渡的关键在于�能否在
科技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迅速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
率。列宁曾说�社会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
义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在这里可以说�社会劳动生
产率归根到底是实现贸易强国的最根本条件。只有达到
发达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才能以同样的劳动
时间创造出同他们一样的国际价值量�进而达到真正的
等价交换。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时�不能单纯依靠增
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必须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管理
水平的提高。在外贸方面�要真正落实 “科技兴贸” 战
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

三、“五外” 和谐新战略
所谓 “五外” 是指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和外援。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而
“五外” 的开放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
末�本人就根据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
训�初步总结出这 “五外” 应如何协调的几点建议。①
十年以后�又依据2008年以美国的 “次贷危机” 为导火
索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新教训新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努力开

创 “五外” 新格局的问题。②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应把 “五外” 的关系再进一步提升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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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拙文 《“五外” 惹出新机制》�《改革月报》1999年第9
期。
参见拙文 《努力开创 “五外” 和谐新格局》� 《财贸经济》
2010年第12期。



的高度。故本文将它们定位为 “五外” 和谐新战略。下
面将阐明这个新战略的基本要点。
1∙外贸与外资关系的和谐问题
外贸与外资的关系可能要经历三个阶段�目前是外

贸为主、外向投资为辅阶段；中期是二者大体相当阶
段；后期是外向投资为主、外贸为辅阶段。现在中国尚
处于第一个阶段。如何走好第一阶段�并为走好第二、
三阶段作准备�将是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历史上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外贸与
外资 （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 这两条腿走向世界的。列
宁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揭示了
这条路径。他写道：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
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
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
的手段。”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商品
输出为主�而资本输出为辅；在垄断时期�则以资本输
出为主�而以商品输出为辅。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
走向世界也主要依靠这两条腿。当然�这两条腿在不同
历史条件下各自的性质不同�作用方式和后果不同；但
二者必须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则是相同的。

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外贸与外资既有互补互利的方
面�又有相互制约的地方。 “三资” 企业的进出口在我
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早已超过50％以上�占
据半壁江山。可见�外资对外贸多么重要。外资结构合
理与否�也会影响外贸平衡、外汇平衡的能力。当外资
大量流入不创汇项目时�虽然可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
差�但也会形成外汇供大于求的局面�迫使本币升值�
形成本币高估�恶化贸易条件。在外贸与外资的关系方
面�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外贸是 “长腿”�而
外向投资是短 “腿” 的问题；外贸中重出口轻进口的问
题；外资中重引进外资轻向外投资问题；对外投资中重
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而轻直接投资 （绿地投资） 问题等。
下面将逐一分析这些问题。

在外贸与外资的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贸 “长
腿” 与对外投资 “短腿” 的问题。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
口总额已达2∙9万亿美元�而向外直接投资仅3000亿美
元左右�二者大约是10∶1�相差悬殊。出现如此严重
的问题�原因并不是没有钱对外投资�而是对外投资结
构严重失衡�把大量资本投向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券�
仅把很少的资本用于海外直接投资 （绿地投资）。因此�
我国走向世界只能主要 （甚至唯一） 依靠对外贸易�使
外贸依存度畸高。由于对外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高�
占据了较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招致了一些国家的对华反
倾销、反补贴。2008年爆发的危机�虽然 “冠名” 金融

危机�但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并不大�更严重的冲击是
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
过高。如果中国的外向性投资多一些�在国外设立更多
的企业�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不经过外贸出口这个环
节�那就可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可见�加快中国的
外向性投资�在当地生产和销售�绕开外贸出口这个环
节�将更有利于中国企业 “走出去”。目前�西方发达
国家走向世界主要依靠外向投资�辅之对外出口�它们
的海外公司销售额大约相当于其出口额的3～5倍。例
如�美国1995年在海外的分公司销售额为1∙8万亿美
元�而同年美国的出口额不足6000亿美元。① 那里的今
天将是中国的明天。今天的中国必须加快外向性投资步
伐�力争使外贸与对外投资这两条腿平衡、协调起来。

在外贸出口与进口的关系方面�也存在重出口轻进
口的不和谐问题。从1994年起至2010年止�连续17年
我国都是出口大于进口�出现了年年顺差�累计顺差已
达1∙5万亿美元。这分明是中国亿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
成果�但却成了美欧国家一些议员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口
实�甚至被贬为重商主义的 “证据”。这个问题也是某
些国家进行对华反补贴、反倾销的借口�不利于我国外
贸的发展。从理论上说�长时期大量顺差或逆差都是不
正常的�对国内外经济都是不利的。只有出口与进口基
本平衡才是最佳的。重视出口、轻视进口�是计划经济
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倾向。那时�由于国家缺少外汇�
一直把出口创汇放在外贸的首位�格外注重出口�而轻
视进口。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
延续了下来�实际上仍然把出口和创汇置于第一位。然
而�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不仅不缺少外
汇�而且外汇储备已达2∙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如果再把出口创汇放在首位�那就太不合时宜了。根据
上述情况�党中央在 “十二五” 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
出�要充分认识 “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
要作用”�根本改变过去重出口、轻进口的问题�坚决
实行出口与进口并重 （并举） 的方针。这是我国外贸上
的一次重要的战略性转变�必然会加快我国走向贸易强
国的步伐。

在直接投资方面�“请进来” 与 “走出去”�也存在
着突出的不和谐问题�即重视 “请进来”�而轻视 “走
出去”。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国实行 “请进来” 的方
针�成功地吸收了大量外资�截至2010年底累计已超过
1∙2万亿美元�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
“走出去” 则相形见绌�2010年底累计不超过3000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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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不仅仅看出口》�原载 （美） 《商业日报》1998年9
月8日�转引自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1998年9月15日。



元�仅相当于前者的四分之一�二者很不相称。对外直
接投资少的弊端已在上面分析过了�这里仅强调指出其
原因所在。其一�起步晚。向外投资问题并没有在改革
开放之初就提上日程�而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重创
中国对外贸易致使其第一次下降后才起步的�晚了大约
二十年。这可能是一种战略失误。其二�对外部世界不
了解。过去长时期封闭�不了解国际投资问题�缺乏信
息和人才�举步维艰。其三�国际环境复杂�风险大。
不用说过去的那个时代�即使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也
常常遭受重大损失。且不说在美国收购屡屡失败�仅在
沙特阿拉伯的一次铁路投资就损失达40多亿人民币。对
利比亚的石油投资�由于美法英发动对利比亚的战争�
中国的损失何止几百亿！总之�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兴国
家的中国要 “走出去” 是很难的。然而�在经济全球
化、市场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决
不是出路�只是死路。对于决心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
说�必须排除万难�走向世界舞台�演出威武雄壮的戏
剧来。正因如此�党中央在 “十二五” 规划的建议中第
一次提出�要把吸收外资为主转向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
并重 （并举）。这个指示揭示了我国以往三十多年走向
世界时外贸 “长腿” 与对外投资 “短腿” 以及吸收外资
与对外投资不协调的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这不能不说
是中国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的一次重要战略转变�将会有
力促进贸易强国的兴起。

在对外投资中�还要正确处理直接投资 （绿地投
资） 与资本市场投资 （债券、股票、期货等） 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关

系。资本市场是双刃剑�既能有助于筹措资本�发展经
济�又能给投机者提供机会使其暴富�或成为乞丐�分
裂社会。买空卖空的资本市场�尤其金融衍生品市场是
投机家的 “乐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尽管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但华尔街大亨还有
丰厚收入�穷奢极欲。如上文所述�我国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轻视向国外的直接投资�而却格外注重在国外资本
市场上的投资�尤其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且投资数
额巨大�仅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一项就高达上万亿
美元。这不能不使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提心吊胆�
多次提醒美国政府要保护我国投资的安全�而他们则置
若罔闻。不仅如此�美国还再三推行所谓 “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美元�使美元大幅贬值。由于美国
国债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贬值基本上等于美国国债
的贬值。为避免或减少这种贬值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有
的人提议尽快抛售我国手中的美国国债。这也行不通。
如果大量抛售�其价格将迅速下跌�造成更快贬值。的
确�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只好再交学费�记取教

训了。
2∙外贸、外资与外汇关系的和谐问题
我国的外汇问题�包括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人民

币汇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这里仅从外汇与外
贸、外资的相互关系上探讨几个问题。1997年东亚金融
危机时�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货币纷纷大幅度
贬值�美日等国趁机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贬值�以
便把中国拖入危机之中。但是�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人民
币决不贬值。事实证明�中国的承诺是负责任的�不仅
有利于东亚各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为东亚地区很快渡过
危机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保持了中国及其港澳台地区
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2008年
美国 “次贷危机” 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发达国
家则多次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中国政府则根据国
内外环境力求人民币汇率稳定。对于人民币贬值或升值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仅是个汇率问题�其实是 “五外”
关系问题。贬值与升值各有利弊�应当根据 “五外” 的
关系�慎重地权衡利弊�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至
于人民币汇率能否稳定�不仅受制于 “五外” 关系�更
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为了更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
将在下面作些更系统的分析。

（1） 外贸与外汇的关系
外汇从何而来？可能有这样几种途径：外贸的创

汇、外资的投入、向国外借债、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接
受国外的捐赠和援助等。在这些途径中�外贸创汇是最
基本的。外贸是外汇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
西方国家曾以重商主义为理论依据�通过其外贸数量上
的多出少进�价格上的高出低进�获取了大量外汇。日
本曾实施 “贸易立国” 战略�通过外贸取得巨额外汇。
仅1981年至1997年�日本的外贸盈余累计达1万亿美
元以上�成为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拥有
2∙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其功绩首先应
当归外贸。三十年来�中国外贸所创的外汇成为外汇储
备的主体。如此巨额外汇储备�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
地位�增加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
发言权。这分明是中国亿万劳动者所创造的�应当归功
于他们。但是�也有美国的一些议员歪曲事实�硬说这
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太低造成的�必须使人民币汇率大
幅度升值 （40％以上）。对于这一点�将在文中有关汇
率问题的部分进行系统全面的反驳。这里仅指出一点�
中国的外贸顺差其实仅仅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对除
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而言�中国的进口与出口是平衡
的。仅以2010年而言�中国从美国进口1020亿美元�
向美国出口2833亿美元�顺差1813亿美元。同年�中
国在全球 （包括美国在内） 的进口13948亿美元�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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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9亿美元�顺差1831亿美元。既然中国的进出口大
体是平衡的�那么人民币汇率是合适的�应当保持基本
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岂不搅
乱国际贸易和国际汇率。目前�力求人民币汇率基本稳
定�既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适应国际环境的要求�
值得肯定。至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那主要是美国的三
大政策�即高消费政策、高赤字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造
成的。

（2） 外资与外汇的关系
按照传统国际金融理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必然会遇到 “双缺口” 问题�即资
本缺口、外汇缺口。可是中国不仅不缺少外汇�而且成
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既要归功于外贸的创汇能
力�又要归功于引进大量外资。表面上�这似乎是两个
不相干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统一的。引进外
资形成的所谓 “三资” 企业�不仅是外贸出口的主力
军�同时又是创汇的主力军。外国在华企业创出的巨额
外汇�又以利润的形式经过不同渠道回归母国。这就说
明�中国的外贸顺差大�形成的外汇收入多�并没有完
全归中国所有�而由在华投资企业瓜分了不少�并返回
其母国。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分享到这杯羹。说透
了这一点�就可知美国的某些议员仅仅根据中国外贸顺
差多 （其中包括美国在华企业的大量贸易顺差）�就断
言人民币应该大幅度升值是多么可笑了。由上分析�不
难明白�最好把外资引向出口创汇产业�力求其创汇与
用汇达到基本平衡�使中外双方共赢。

中美之间围绕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向我们警

示：外贸顺差不一定越大越好�外汇储备不一定越多越
好�外贸依存度不一定越高越好。它们总有一个适宜的
“度”。这个 “度” 当然就是外贸、外资、外汇三者的结
合部或交汇点。如果偏离这个 “度”�将引发一些不平
衡�可能出现负面效应。这是迈向贸易强国的一个重大
战略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
3∙外贸、外资与外援的关系
过去�我国对外援助都是无偿的�不与外贸、外资

挂钩�可以说三者各自独立进行�互不相干。改革开放
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逐步将三者结合起来�融为一
体。这就将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资结合起来�将输
血变成造血�既增强了受援国发展经济的能力�又促进
了中国对外贸易、外向投资的发展�达到互利合作的双
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偿援助消失。恰恰相反�体
现国际主义精神的无偿援助还会同时加强�实施无偿援
助与有偿贸易、投资并重的政策。

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资结合起来�符合国际价
值规律的要求。如上文所述�国际价值规律的特点之

一�是各个国家科技、管理、劳动者素质以及自然条件
不同�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不同的国际价值。如
果按国际价值进行交换�富有国家赚钱�贫穷落后国家
亏损。前者剥削后者�这必然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
大。这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近三四百年来惯用的伎俩。旧
中国深受其害�至今还难以忘怀。现在�中国独立了�
富裕了�强大了。但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
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社会劳动生产率等还是落后
的�因而在国际交换中�按国际价值规律要求办理�还
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与此相反�如果将中国同亚非
拉的不少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将在按国际价值的等价交
换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虽然双方达到互利共赢�但各自
赢多少、获利多少�并非半斤八两�可能四六开、三七
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获利多的一方通过无偿援助
让一部分利给予另一方。这是无偿援助与有偿贸易、投
资结合的实质所在�它根本区别于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
者的掠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有偿贸易与投
资�还是无偿援助�从来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是
社会主义新型对外援助的另一个根本特点。

在外贸、外资同外援的关系中�还有一些不和谐的
问题。由于外贸、外资、外援由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又
有不少企业参与其中�由于协调不够�常有梗阻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第三者的干扰问题。我国的金
融、保险等 “走出去” 滞后�人民币国际化也刚起步�
这些往往使对外援助、向外投资以及双方贸易产生许多
困难。通晓国际经济、法律、税收等的复合型人才也很
缺乏。加快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既会改善对外援助�又
将会有力促进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
4∙外贸、外资、外汇与外债的关系
近代国际经济史表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

化建设时�都会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尤其外汇匮乏问
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大举向外借款�成为债台高
筑者。我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2009年�我国外债余额
达到4286亿美元�偿债率2∙9％�负债率8∙7％�债务
率32∙2％。① 这些指标都没有超越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而是处在合理的水平上。不仅如此�还有大量剩余资本
输出国外进行投资�或者投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成为多种国际基金的组成部分。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的奇
迹�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国际金融理论�创立了新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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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偿债率＝偿还外债本息÷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 （国
际收支口径）；负债率＝外债余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债务率＝外债余额÷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
（国际收支口径）。



际金融理论�值得大书特书一笔。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
成功？简单地说�在于改革开放。若没有改革开放、闭
关锁国�则决无此壮举。在改革开放中�通过贸易创汇
与引进外资两个渠道基本上解决了我国现代建设所需外

汇问题。同时�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亿万群众的
高储蓄�又解决了现代化建设所需国内资金问题。在当
今的世界上�中国再也不是债务缠身、低三下四的债务
国�而是扬眉吐气的大债权国！

外债与外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外债其实是利用外
资的一种形式。外债同外资相比�还有独特优势。在如
何使用外债上借债国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国家需
要灵活使用。外债的形式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国家间直接举债为主向通过市场
发行国家债券为主转变。美国是当今世界通过在市场上
发行国家债券筹集资本最多的国家。仅中国购买的美国
国债已高达9000亿美元左右�成为最大买主�也是最大
债权主。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在香港或国外出售
中国的国家债券。国家债券的发行�实质上是财政机制
通过市场与金融机制结合起来�更广泛地动员和使用国
内外的资本。这是国家举债形式的新发展。

外债的规模多大为宜�很难一言而尽。这主要取决
于还债能力。具体说�它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规模、增长速度及其分配�国家贸易收入�非贸易收
入以及外商投资等因素。换言之�它取决于本文以上所
述的 “五外” 关系如何。
5∙正确认识和处理 “五外” 关系的三原则
“五外” 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它们之间

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
系�力争使 “五外” 和谐发展�达到互利共赢�应当遵
循以下几个原则：

（1） 统一对外原则。“五外” 本来有内在的统一性�
但是�在实践中�它们又分别隶属不同部门管辖�受部
门观点和部门利益的制约� “五外” 之间的矛盾经常发
生�有时还相当尖锐。比如�负责外贸出口和来华旅游
的部门或企业�往往要求或赞赏人民币贬值�以利于扩
大出口、吸引来华旅游；而负责进口和赴国外旅游的部
门或企业�则希望人民币升值；负责偿还外债本息部门
或企业�往往反对人民币贬值�以免增加还债成本；而
宏观管理部门则力求币值的稳定�以便管理。由于还债
机制尚不完善�责任不落实�凡举债的企业或部门总希
望越多越好�而债务的管理部门和偿还部门则持相反的
观点。在国内资金剩余、信贷额度剩余的条件下�有的
不希望再引进外资�也反对再举借外债。在外贸进出口
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对外机制�各企业相互压级压
价�肥水流入外人田�或哄抬物价、抢购货物、争夺市

场。以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国际谈判而言�我国进
口量如此之大�却失去了话语权�原因何在？主要是众
口不一。以上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必须从国家的整体
利益、全局利益出发�坚持统一对外原则�增强统一对
外意识�制订和执行统一对外法规和政策。在这方面�
日本有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

（2） 以外贸为基础的原则。“五外” 有轻重、主次之
分�不能等量齐观。在 “五外” 中�外贸是基础�是核
心。外贸发展了�外汇就会增多�外债就可少借。外贸
能够带动国内大批产业群体的崛起�提高国内科技水
平�增加就业和税收。二战后�日本提出 “贸易立国”�
把外贸作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美国总统奥巴马面对严
重的金融危机寻求出路时�提出出口新战略�要求外贸
出口额五年翻一番�以带动美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在我
国�必须长期坚持以外贸为中心、为龙头�不仅带动就
业和税收�而且使外贸的盈余成为增加外汇储备的可靠
基础�把外资引向外贸的创汇行业�把外债的偿还能力
置于外贸出口创汇能力之上�把外援与外贸、外资有机
结合起来�使外援促进外贸、外资。

（3） 行动和谐的组织原则。为了更好地发展外向型
经济�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协调 “五外” 关
系。“五外” 隶属不同部门�面向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
区�经常发生矛盾。在国际谈判中�不仅与外国谈判对
象有矛盾�而且国内各部门的态度和意见也不一致�使
内外矛盾叠加在一起�谈判效果欠佳。这就需要通盘考
虑、统一决策。尤其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行业和
企业更多�同国外的关系更复杂多变�更需要协调行
动。目前�名义上是商务部统一对外�而实际上仍是多
方牵头。以外贸进出口来说�事实上商务部仅管出口�
而进口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引进外资和外向投资由商务
部、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共同 （当然是有分工的） 管
理。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更是纷繁多头。针对上
述情况�本文有两点建议：其一�全面改革我国外向型
市场经济体制�以适应创建贸易强国的需要；其二�为
加强领导和协调行动�成立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尽快妥善解决开放中政出多门、相互掣肘问题。

四、“科技兴贸” 战略
我国的外贸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不外两种发展方

式�一种是外延的粗放方式�另一种是内涵的集约方
式。这两种方式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主要依靠生产要素
的数量增加�而后者则主要依靠生产要素质量提高。这
两种方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经济
和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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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一般说来�在经济和外贸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外
延、粗放方式为主；而在经济和外贸的中级阶段�逐步
向内涵、集约方式为主转变；达到高级阶段之后�经济
和外贸发展将以内涵、集约方式为主�当今的西方发达
国家已达到这个阶段。应当强调指出�在这三个阶段
中�中间阶段最艰难。或者说�由粗放、外延方式为主
转向以集约、内涵方式为主�是极其艰难的。人类的历
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原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
出了这个转变的问题�但是�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亡
党亡国�仍处于粗放经营、外延方式为主�始终没有实
现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的学者早在1962年总结 “大跃进” 失败的教训
时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①1984年刘国光同
志在他主编的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一书 （本人是
该书的作者之一） 中�全面系统研究并阐明了 “从粗放
发展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问题。党的 “十三大” 提出�
“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十四大” 进一步强调�“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
约经营转变”。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
并再三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视这
个问题？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这个问题关系着现代化
建设的前途与命运�资源、能源约束已经成为进一步发
展经济的主要障碍�粗放方式经营难以为继；二是这个
问题虽然反复强调�但效果并不佳�有的地方或行业还
在继续恶化。所以党中央在关于 “十二五” 规划的建议
中再次强调：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
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
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
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
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
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②

中国的外贸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长期存在着粗放
式的数量增长型的特点。早在开放之初�上世纪80年
代�外经贸部针对外贸出口中的重数量、轻质量、档次
低、质量差、科技含量少等问题曾经提出并执行了 “以
质取胜” 战略。这个战略要求�不仅要把提高商品的质
量放在首位�而且还要不断提高援外项目质量、对外承
包工程质量、外派劳务人员质量以及商品售后服务质量
等。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提高科技水平。 “以质取胜”
战略可谓是 “科技兴贸” 战略的雏型。进入90年代后
期�外经贸部又在总结 “以质取胜” 战略实施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提出了 “科技兴贸” 战略。这个新战略不论在
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企业�都要求科技带动外贸�实
施科工贸一体化 （或科农贸一体化）�使外贸真正转移

到集约化的道路上�以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几年间�虽然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外贸中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
粗放经营、外延发展方式为主。如何将外贸发展转移到
以集约经营、内涵发展方式为主�依然是我国面临的艰
巨任务。
1∙ “科技兴贸” 战略是最根本的战略
为了创建贸易强国�本文提出必须实施四大战略。

这些战略并非同等重要�有轻重、主次之分。应当说�
“科技兴贸” 战略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略�是四大战略
的核心和根基。这个论断的主要根据在于：

（1） “科技兴贸” 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外贸的首位�
作为拉动外贸发展的火车头�作为贸易强国的根基。关
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邓小平同
志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
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③ 对
于外贸来说�科学技术是外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创
建贸易强国的最有力的推动者。高质量的外贸品从何而
来？只能由以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劳动者使用以高科技装
备起来的劳动工具�作用于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对象�不
断地制造出来。没有高科技�而奢谈所谓高质量外贸产
品�岂不是天方夜谭。至于外贸商品如何推向全世界�
这要靠先进的社会科学所设计的品牌、网络、信息、营
销、运输、保险、金融等软实力以及劳动者素质的培育
和发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个命题既含有自
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只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是不
妥的、片面的。对于外贸来说�亦如此。依靠先进的自
然科学技术制造出好的外贸产品�依靠优秀的社会科学
成果将产品推向全世界。这就是我们走向贸易强国的两
大法宝。它们当然有不同的搭配在货物商品贸易中�自
然科技成果为主�而社会科学成果为辅。与此相反�在
服务产品的交换即国际服务贸易中�社会科学成果为
主�自然科技成果为辅。这样配套�会更好地落实 “科
技兴贸” 战略。

（2） “科技兴贸” 战略是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
指导的战略。马克思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商品按内在
的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或者说商品的国际交换遵
循着国际价值规律。这是国际贸易的平等 （公平、公
正） 性所在。但是�不同国家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所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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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略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关
系》�《光明日报》1962年7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8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费的劳动时间 （劳动量） 是不同的�甚至相差悬殊�发
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劳动复杂程度高�劳动强度和劳动
生产率亦高�因而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耗费的劳动时间
（劳动量） 少。与此相反�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
技水平低�复杂劳动少�简单劳动多�劳动生产率低�
创造同量的国际价值则要耗费更多的劳动时间 （劳动
量）。这种 “过多” 的劳动时间在国际交换中是不会被
承认的�只能白白浪费了�这是国际贸易的不平等 （不
公平、不公正） 所在。说透了�这是国际剥削所在。在
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办？为了早日成为
贸易强国�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不再受列强们的歧视
和剥削�唯一的出路和办法只能是 “科技兴国”、 “科技
兴贸”。这就是 “科技兴贸” 战略的真谛所在。

（3） “科技兴贸” 战略吸收了诸多贸易理论的 “合
理内核”。我国的 “科技兴贸” 战略除以马克思国际价
值理论为指导外�当然还要吸收诸多国际贸易理论的科
学成分。有的文章提出�后危机时代的对外贸易发展新
战略�既要吸收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要素
禀赋理论的合理内核�也要吸收新贸易理论的合理内
核、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理论的合理内核、对外
贸易乘数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合理

内核。① 本文认为�还应当补充一个合理内核�即科技
兴贸理论的合理内核。不仅如此�进而还应当把这个
合理内核置于上述诸多合理内核的首位�作为引领者。
只有这个合理内核明确无误地把科技放在发展外贸的

首位�因而它应当属于这个位置�这是符合当代世界
贸易发展新趋势新特征的。放眼世界看�当代的贸易
强国无不具有科技优势�无不是科技强国�只有以当
代高新科技成果武装我国对外贸易�才能圆贸易强国
之梦。
2∙实施 “科技兴贸” 战略的重大举措
（1） 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

进出口贸易。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
国。② 但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仍然落后于美国�不
仅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低�2010年仅为31％�而且自主
创新者少�拥有知识产权者少�且由在华外资企业主
导。200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所占比重
刚刚超过1／3。据科技部的资料�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目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比
重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制造业结构调整任务依然艰巨。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效率低�有待提高。据计算�美
国、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全员生产率分别是我国的6倍
和5倍�德国、法国则为我国的4倍。三是高新技术产
业的科学研究、开发试验等的投入强度仍然偏低�远远
低于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三个问题制约着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是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最大障碍�要千方百计加以破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来�中国的高新技术创新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相
当多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产品化步履维艰�其关键在于
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
境。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当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及
其产品出口多集中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科技兴贸创新基

地�这可能也有过度的问题。如何发挥全国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创新力值得更多关注。

在进口方面�同样要把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放在首
位�实行出口与进口并重�以弥补我国的不足�加快缩
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
是坚持不懈地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作斗

争。按照 WTO 的非歧视原则�我方处于有利有理地位�
应当更有力地工作�寻找薄弱环节或个别国家�力争突
破�或从第三方转口进来。二是加强引进后的消化、吸
收、再创造的环节�更充分地发挥已进口的高新技术产
品的酵母作用、榜样作用。三是增加对高新技术产品进
口的财政、金融支持�尤其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切实
解决资金问题。

（2） 争创国际技术标准�加快迈向技术标准大国、
强国的步伐。随着关贸总协定 （GATT ） 和世界贸易组
织 （WTO） 推动的谈判成功�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传
统贸易保护手段 （又称贸易壁垒） 大大降低�退居次要
地位�代之而起的技术贸易壁垒则成为主要手段。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TBT） 规定�
技术壁垒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
定程序。所谓技术法规是指强制执行的有关产品特性或
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定。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有关
法律和法规、政府部门颁布的有关命令、决定、条例以
及有关技术规范、指南、准则、专门术语、符号、包装、
标志或标签要求。所谓标准是指经过公认机构批准供通
用或重复使用的、非强制执行的关于产品特性或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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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国际贸
易》2010年第1期。
美国的经济咨询机构 （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 于2011年
3月14日公布的报告称�2010年全球制造业的产出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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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为制造业头号大国�打破了美国连续110年占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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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830年约占世界制造业的30％�到1900年降至
6％�1990年只有3％。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
仍然领先�2010年两国的产出大体相同�但美国制造业的
工人仅有1150万人�而中国则高达1亿人。参见 《参考消
息》2011年3月15日。



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或指南。标准又分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产品标准等。所谓合格评定程序是指
任何直接或间接用以确定产品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

的程序。它有认证、认可和相互认证三种主要形式。上
述三部分中�技术法规是主权国家自主制定的�伸缩余
地不大。而合格评定程序是为确定标准服务的。显然�
标准是三者中的主要部分。这方面�还有中国大显身手
的广阔天地。为了创建贸易强国�必须争创国际技术标
准�加快迈向技术标准大国、强国的步伐。

世界贸易组织提倡在国际贸易中尽量采用国际标

准。这体现在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附件3 《关于制
定、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好行为规范》中。该规范要
求�所有标准化机构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并充分参与
国际标准化机构的工作。各成员的中央政府标准化机构
有义务接受并遵守该规范�同时成员方有义务使其领土
内的其他标准化机构行为符合这一规范。由此可知�国
际标准�应是我国努力的方向。

目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技术标准。
比如�欧盟拥有技术标准10万多个�德国的工业标准有
1∙5万多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还公布了1∙2万个标准。不
仅如此�它们往往将其自己制定的标准定为国际标准�
并强制发展中国家承认和执行。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并制
约中国外贸的出口�成为走向贸易强国的绊脚石。除继
续向这种不公平现象作斗争外�主要任务在于�尽快
提出我国标准化战略�千方百计提高科技水平�创新
国际标准�不断使中国的更多国家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要增强全民的标准意识�不断提升各种行业标准、产
品标准。

（3） 大力发展绿色国际贸易�建设绿色贸易强国。
化学制品的滥用、化石能源的废物废气排放、转基因的
异化作用以及核辐射的危害等�已经严重恶化了人类生
存环境�对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于
是�以消除这种危害为宗旨的绿色倡议、绿色行动、绿
色贸易、绿色经济等共同汇成世界经济发展的绿色潮
流�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国际背景
下�发展绿色国际贸易、建设绿色贸易强国当然是最佳
选择。所谓绿色国际贸易包括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
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补贴
等。要达到绿色贸易�首先必须基于绿色产品和绿色产
业。这就要求我国的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
等必须成为绿色产业�生产出绿色产品。由此可知�发
展绿色贸易�不仅使我国成为绿色贸易强国�还可带动
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绿色化。

五、“两洋” 战略问题
1∙中国必须有走向贸易强国的海洋战略
凡贸易强国都有自己独特的海洋战略�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水是生命之源�又是舟楫之便的基础。只有经
过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 “海洋道路” 中国才能走
出国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依靠火车、汽车
只能在欧亚大陆的范围内走一走�无法跨洋越海�而飞
机虽然能超越海洋�但其运量有限。所以海洋道路是我
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海洋战略是我国全球战略
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四五百年来�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
美国等世界贸易强国无不通过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等 “海洋道路” 走向全世界�无不具有独特的海洋战
略、大型远洋商船队及其后盾———强大的海军。它们为
争夺海洋通道 （包括海峡、运河） 曾经进行过多次战
争。只要我们回顾16～17世纪争夺地中海和18～19世
纪争夺大西洋以及20世纪争夺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
等的历史�① 就会清楚海洋战略对于贸易强国的重要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优势由西向东转移、从北向
南转移�太平洋将逐渐成为21世纪贸易强国争夺的主要
对象。对于太平洋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马克思曾经预
言道：“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
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
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
这个预言在21世纪将会变成现实。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
的贸易强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海洋战略。
2∙ “两洋” 战略是中国目前的战略重心
“两洋” 战略是指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战略。

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而太平洋又是中国面临的唯一海
洋。因此�中国理所当然应把太平洋战略放在首位。目
前�我国每年近三万亿美元进出口货物的大部分都是经
过太平洋的 “海上道路” 完成运输的。这条海道可以说
是中国的咽喉要道�必须用全力保证它的安全和畅通。
但是�近年来�也有人想在这条海道上制造一些麻烦�
企图把中国限制在 “第一岛链” 之西�甚至声称我国的
南沙、西沙关乎他们的利益。对于这些杂音应有警惕�
应有准备�以防万一。太平洋的安全尤其西太平洋的安
全�是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极重要的一个前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有两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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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仅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就因贸易和关税问题�进行过三次
海上战争 （第一次1652年～1653年�第二次1665年～
1667年�第三次1672年～1674年）。



备。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上�除了继续加强太平洋通
道外�同时�还应当把开拓印度洋通道放在重要的战略
位置上�或者说�实施 “走出去” 的印度洋战略。这个
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借助于缅甸、泰国这两个面临印度洋
的国家走进印度洋�进而达到非洲、阿拉伯世界直至欧
洲。在缅甸方面�从中缅边境上的云南瑞丽出发�途经
缅甸的曼德勒直达缅甸西南部的印度洋岸边的重要港口

实兑港 （又称阿恰布港）。在泰国方面�经昆曼高速公
路和铁路由中国的昆明直达泰国的曼谷 （港）�再由运
输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对于我国正在开辟的印
度洋战略�国外媒体早已有所报导。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2009年8月12日发表的题为 《中国如何影响印度的军
事战略》一文中称： “中国提供资金修建卡拉奇附近的
瓜德尔深水港�在斯里兰卡建造汉班托物港�在孟加拉
的吉大港建造集装箱码头�在缅甸的实兑港兴建加油设
施等等。” “为了抵御中国在缅甸科科群岛上的实力�印
度在安达曼群岛上建立了三军指挥中心。”①该文谈的虽
然是军事战略问题�对经济贸易战略也有借鉴参考
价值。
3∙关于进一步实施印度洋战略的一点建议
大家知道�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将印度洋与大西洋联

结起来了�极大地方便了东西方的交流；巴拿马运河又
将太平洋与大西洋贯通了�这就为环球商队航行提供了
便利。本文建议：由中国与泰国共同合作�在泰国南部
的克拉地峡开挖和建造世界上第三条大运河 （目前我们
暂且简称 “克拉运河”）�将太平洋与印度洋直接连结起
来�为中国和泰国通过印度洋走向非洲、阿拉伯世界和
欧洲提供更加便捷的一条海上通道。（见附图）

“克拉运河” 一旦建成�不仅缩短中国到达印度洋
的二千多海里的航程�而且还能缓解目前马六甲海峡过
往船只的堵塞问题�更能为中国通过印度洋走向非洲、
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开辟另一条海上道路。这对于中国建
设贸易强国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不仅如
此�还能为东盟各国尤其泰国、缅甸、柬埔塞、老挝、
越南、菲律宾等提供一条走向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
更加便捷、安全的海上通道�更有利于东盟各国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这个举措将能把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以来�虽然时间
很短�但成绩显著。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
2927∙8亿美元�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居第四位。
其中�去年中国自东盟进口达1545∙6亿美元�增长
44∙8％�中国向东盟出口达 1382∙2 亿美元�增长
30∙1％；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163∙4亿美元�同比增
长30∙7倍。双方的相互投资本来是 “短板”�近来也有
突破。2010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25∙7亿美元�增长
12∙0％；东盟对中国前11个月直接投资达50亿美元�
同比增长35∙0％。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 “克拉运
河” 的建成�将会持久发展下去。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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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考消息》2009年8月12日。

Chinaʾ s New Strategy towards Trade Power
———Exploration on Sinicizing International Value T heory of Marx

Y ang Shengming

Abstract：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three decades�China has become a big trade nation�and the main
task of the next thirty years is to move forward f rom a trade nation to a trade power∙Namely�it is Chinaʾ s
new strategic objective to develop into a trade power�for which China should struggle f rom now on∙Based on
Marxʾ s international value theory and Chinaʾ s current situ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st rategies as fol-
lows：a win-win opening up strategy；a new strategy of harmonious foreign trade�foreign investment�for-
eign exchange�foreign loans�and foreign aid；a strategy of invigorating trade through technology；and
“two-ocean” strategy∙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each strategy�their theoretical basis�basic re-
quirements�and their respectiv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 rade power；invigorating trade through technology；opening up；international value theory of
Marx；sinic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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