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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依存度理论关系分析
夏凌雯

（九江理工职业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实现了不断的优化与提升。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是以该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一国或地区平稳发展的关键保障。因此，

本文着力研究国际贸易中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依存度理论关系。 首先，本文回顾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对外依存度关系的相关国内外

理论概述。 其次，客观地分析了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因素分析。 最后，通过数据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依存度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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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一方面大力开拓新的对外贸易格局，

使出口贸易促进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和优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基础上，

也会对出口贸易规模产生重大影响；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

更加坚定的步伐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成为研究产业结构与

对外贸易依存度两者关系的重要方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

业结构与出口贸易二者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本文着力研究国际

贸易中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依存度理论关系。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从古至今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进步，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地演

变和完善。对外 贸易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结构一直是国际贸易理

论研究的重点课题，基于上述问 题，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对此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笔者总结国内外的相关研 究文献，概括出

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关系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研究综述

1.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昆（H.Chenery 

and Syrquin，1988）在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

与该国经济的繁 荣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

易依存度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的 走势。如果第一产业在一个国家

的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 型为主的，那么

它能够出口产品少且单一，从而导致出口换汇获利少；若一个国 

家第一产业逐渐减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增加，为了保

证该国的国际收 支平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出口相应增加，

导致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若一 个国家以先进的高科技技术产业

为支柱，第二、三产业的占比大，特别是第三产 业在经济发展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么该国的技术、资本和服务是主要的利 

润所在。综上所述，经济发展初期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较大，经

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其变化相对稳定且较低。 

2. 在 1982 年，著名经济学家 Feder 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理

解成多种 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这些因素有总投资量、

劳动力投入量、资源配置 转移、出口产品对非出口产品的作用影

响。他指出：非出口产品的边际投资回报 率很低，而出口产品的

边际投资回报率很高，且非出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出 口部门。

在 1996 年，知名经济学家 Anna Pinna 提出观点，一个国家（或地

区） 经济增长的关键可以由其出口部门的综合实力来衡量，其原

因是贸易要素的重新 分配会影响各个国家或地区间的增长率发生

变化。

3.20 世纪 40 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他的“雁行产

业发展形态” 理论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加国际分工

合作，从而了解、吸收、掌握 发达国家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

验，实现其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最终 赶超发达国家的过

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

学家 Michaely 认为该生产函数表明：“劳动力数量、资产数量以

及其他综合 生产要素是决定工业发展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一国

的出口贸易可以优化自身资源配置，带动技术发展，进而实现产

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目的。”

4.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Smith 

Kuznets 提出与贸易依存度有关的理论：一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与其

对外依存度之间是存在 负相关的关系。一个贸易小国，由于本国

市场狭小，如果想要发展规模经济，只 能发展对外贸易来促进本

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一个贸易大国，因为其自身资源 的充裕和

国内市场的潜力巨大，能够发展自身相对应的规模经济，即扩大

内需就 可以促进本国的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5. 在 1970 年，著名的以色列学者 Blumenthal 提出观点：一国

的对外依存度与当前的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成正比。他

在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生产发展得到了保证，生产力水平高，

该国居民的需求水平也高，因此导致了对商品需求的增加，这种

连锁效应也就导致了进口的增加。 

（二）国内研究综述 

1.1999 年，基于 Chenery 理论基础模型，我国经济学家杨全

发 略微改 变了相关变量，用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取代净资本流入，

并辩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他利用出口扩

展生产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一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对本国的第一产业起促进作用；二、进口比出 口对促进

工业增长更为显著；三、服务贸易、原材料设备以及未分类商品

的进出 口对促进第三产业具有重要影响。” 

2. 赖明勇、阳小晓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在 2002 年研

究了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诸多要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

国可以依靠技术溢出效应来提高非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从而达

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3. 姜丽（2012）在研究产业结构分类影响的基础上，得出对

外贸易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起着重要作用。而徐培

源（2010）则研究了技术溢出和外贸密度水平的关系，他在结论

中指出：“进口产品技术的密集程度越高， 技术溢出的影响也会

越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越来越优化。” 

4.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李雨时在 2004 年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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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与 对外贸易战略》报告中作了发言。我国在贸易大国转变

为贸易强国的过程中，最 为关键的是我国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

产业结构的不断改进、提升，并确定我国 对外贸易转型的方向。 

5. 中国科学院党组办公室研究员郭克莎在《入世后中国工业

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中指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原则

是实施保护和促进合理有效的出口贸易战略，保持和协调产业结

构的战略定位，其依据是通过动态比较优势为基准，同时以比较

优势转向为指导，运用静态比较优势来推动反比较优势的方法得

出的。” 

6. 刘晓鹏（2001）和郝雁（2006）通过对一国进出口贸易与

该国经济 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为：出口贸易比进口贸易在经济增长的

过程中发展得更快，同时与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增

长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7. 魏浩（2012）分析了我国若干省、市从 1982 年至 2010 年

的数据，以面板数据模型为基础，证明了国民的收入差距与对外

贸易总量二者之间存在一 定联系。其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情况下，

我国对外贸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存在一定因素的影响，诸

多的外贸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 

上述各位国内专家、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分析

角度对产业结构 与出口贸易依存度关系进行了辩证研究，大家一

致认为：产业结构与该国对外贸 易依存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

相互作用的关系，双方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

和增长。由此可见，两者的协调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显

得尤为重要。

二、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因素分析 

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不仅要分析世界

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还要分析对外贸

易结构和国内经济的发展现状等 因素的影响，最后根据我国本身

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做出合理有效的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 

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者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比较分

析，我们可以得 出：第三产业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越大，它的外贸依存度就越低。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

的演化正逐渐趋向于合理，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 降，第二产业目

前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就现阶 

段而言，由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成熟，目前仍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所以同 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偏

高。同样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例如：

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人才流失等等，这些问题 将会成为我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最大障碍。因此，我国只有在引进新的技术、调整 

产业结构、大力促进经济开放等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突破经济发

展的瓶颈，才能 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我

们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时， 在考虑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

上，还要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差异带来的影响，这 样我们分析得出

的研究结果才是有效合理的，进而才能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状况。 

（二）加工贸易 

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总

额中所占比重较 大，从而对对外贸依存度的计算会产生较大的影

响，因此会导致对外贸易依存度 的数值偏大。根据过去十年海

关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在 2009 年我国加工贸易 进出口总额为

9093.3 亿美元，到了 2012 年，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高达 

13439.5 亿美元，短短三年时间加工贸易总额增长了 48％，而与此

同时，一般贸易总额的增长不足 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

结构的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高速度、跨越式发展的状况下，将使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进、出口两个方向增加，从而导致我国对

外贸易依存度计算结果偏大。

（三）经济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以及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

我国在 2001 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把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作

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针。在 对进口贸易实行限制的同时，大

力鼓励并发展出口贸易，努力提高我国商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份额，

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逐步缩小贸易逆差。到目前 2018 年改革开

放已经走过 40 个年头，我国的经济实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在国

际市场上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国民

的收入消费水平也有了很 大提高。但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

后却隐藏了许多看不见的经济体制问题， 而这些问题也将会成为

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障碍，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以及相

关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居高不下的重要因

素。在上述对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因素的分析当中，即使排

除了某些不相关的因素，但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依旧呈上升趋势，

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活动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都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作用

（一）产业结构决定其出口贸易结构

一个国家（或地区）通常是以资源、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基础，

对外出口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不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

品。由于存在劳动分工的不同，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转变，进而

影响到出口贸易的结构也跟着发生变化。

（二）出口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当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 格局发生变化时，也会

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从而使之发生变化，比如向国外输出 先进的

技术和设备就会促使进口国产业结构发生转变，由原来的低级结

构向现代 的高级结构转变。当然，进口贸易发生转变的同时，也

会对产业结构起到升级与 优化的作用。

（三）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与出口贸易协调发展阶段，通过探索国

内外理论学说的探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新途径，

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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