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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及结构的改变 

黄天芸 

贵州农业职业学院  贵州贵阳 

摘  要：贵州省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商品贸易市场方面具有长足发展的规划和部署，但与其他发达省市相比，仍然存在产品科技含量

低、外贸市场结构单一等相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贵州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因此，为了优化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对区域经济可持

续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以及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并结合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期加

快完善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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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家持续性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贵州地区经济建设获得

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在贵州省经济运行系统中，对外商品贸易仍

是比较薄弱的一环。为了有效提高贵州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加快

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家不仅加大了对贵州省的扶持力度，同时

还针对外贸领域提供了供给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但现阶段，贵州省

仍然存在一定贫穷与落后的矛盾，其中，主要表现为产品科技含量

较低的落后问题，因此，如何推动贵州省更好更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提升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竞争优势，促使其加快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步伐，成为现阶段贵州省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重点。 

一、贵州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区经济在发展速度稳步提升的过程中，

也明显推动了对外商品贸易的增长和繁荣，但是贵州省作为西部地

区的主要省份，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东部地区相比，仍存

在经济落后、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不明显、商品贸易结构单一的问

题，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快速推动贵州省经济增长，缩短贵州省

与其他东部地区省份之间的差距，成为国家以及社会的主要关注问

题。因此，本文将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当前贵州省对外商品

贸易竞争力。 

（一）贵州进出口贸易总量 

自我国加入 WTO 组织后，贵州省外贸易一改往日的低迷，开

始呈现出明显的发展态势，并于 2004 年首次突破贸易总额 100 亿

元大关，而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自 2012 年后，贵州省贸易额均

超过 400 亿元，虽然在 2009 年以及 2016 年有所回落，但总体而言，

贵州省进出口贸易总量呈稳步增长态势，在出口额方面，由 1978

年的 0.05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 11 月 434.9 亿元，拥有 434.4 亿元的

增幅；在进口额方面，由 1978 年的 0.23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 11 月

241.7 亿元，整体增幅为 239.4 亿元。整体来看，进、出口贸易都呈

现出了稳步的推进态势，并且出口额增幅远大于进口额增幅数值。

虽然贵州省外贸状况能够做到符合我国外贸发展走势，但进出口贸

易数额方面在全国占比相对较小，由此证明贵州省还需加强发展对

外贸易。 

（二）出口商品市场占有率 

自改革开放起，贵州省出口贸易基本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趋

势，仅有 1983、1999、2016 等部分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现象，

总体而言，贵州出口总额保持上升态势，基本与全国出口贸易发展

趋势一致。出口额更是从 1978 年的 0.05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 11 月

434.4 亿元，但通过调查中国省市进口发展指数排名数据，可知在

2021 年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和天津依次排名为前五省市，与其

他省份对比来看，虽然贵州省对外贸易国内市场增长率有所上升，

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与发达省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三）对外贸易依存度 

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省外贸依存度相对较弱，虽然整体保持

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但外贸依存度运行相对平稳，波动范围影响

不大。除 2016 年有小幅度回落现象外，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

比，当前贵州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不高，无法有效发挥对外贸易推动

国民经济增长的效果。 

（四）外贸竞争力指数 

贵州省贸易竞争力指数从 1979 年开始均表现为正值，表明在

对外贸易中，贵州省具有一定优势，但整体指数值均低于 1，又表

明贵州对外贸易竞争力不具备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结构不断调整

和优化的过程中，贵州省外贸竞争力来自土特产品以及农副产品，

与发展态势较好的东部省份和国际市场相比，不具备较强外贸竞争

力。 

二、贵州对外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一）出口商品结构 

通过调查贵州省出口商品发现当前，贵州省除农副产品作为主

要出口产品外，轮胎、烟草等传统产品具有增长较快的出口态势，

蔬菜以及茶叶等相关特色产品出口数量也略有增长。但从出口商品

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当前贵州省出口仍以农副产品为主，并且在出

口额数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产业。 

（二）进口商品结构 

结合贵州省进口产品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当前贵州省进口产品

主要包括锰矿砂、铁矿砂、硫磺，这类大宗商品进口值在贵州省内

需求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呈现大幅度提升的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

上带动了贵州省进口贸易的增长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

前贵州省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矿业产业，从整体发展格局而言，可

能存在一定的隐患问题。 

同时，在众多发展企业中，贵州省民营企业发展态势 为良好，

仅 2022 年 1 月~11 月期间，民营企业进出口数额就高达 429.2 亿元，

国有企业进出口数额为 218.2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数额为

28.96 亿元，可见在贵州省整体发展格局中，仍以民营企业为发展

主体。 

三、制约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的因素 

（一）外贸市场集中 

由于贵州省对外开放程度以及自身外贸市场的限制，使得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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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以外贸市场结构分布进行分析，贵州外贸

友好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贸易行为相对较少。由此可以认为当前贵州省贸易市场结构比较单

一，不利于规避外贸风险，也无法有效避免企业之间的不良竞争行

为。上述特征表现表明贵州省市场贸易自由化、多元化格局还不够

成熟，外向型经济特征不明显，并没有充分发挥贵州省区位优势，

也没有体现出国家政策优势的价值。对此，为了有效提高贵州省对

外贸易刺激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必须改善当前贵州省外贸市场比

较集中、市场结构单一的问题，利用持续不断提升的开放水平，加

快推进贵州省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贵州对外贸易竞争力。 

（二）基础设施不够先进 

本文所提基础设施，不单指交通以及基建等相关硬件设施，还

涉及制度以及法规等相关软件配置。其中，在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

过程中，交通起到了重要的枢纽和连接作用，能够有效打通地域之

间的联系，可以加快推进特殊商品的贸易，对维持贸易正常运行状

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贵州省地域多处于高山峡谷范围，

地形地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州省道路交通系统的发展

和建设。此外，缺乏推进外贸发展的配套性人才和设施，也是导致

贵州外贸发展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制度法规

的不完善，影响了政策落实有效性，而由于部分专业人才对外贸规

则不够熟悉，无法在实质展开对外贸易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贸易条款

的优势。另外，在信息技术产品以及更新技术产品飞速发展的大环

环境中，全球范围内产品更新换代速率较快，但对于贵州省而言，

明显存在法规保护不到位，专业人才和技术略显落后的问题，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贵州外贸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三）外贸竞争力弱 

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贵州外贸发展起步较晚，由于地处偏远

山区，主要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农、副产品贸易为主，除产业结构

单一的劣势外，贵州省还存在工业体系不够完善、外贸竞争力弱的

弊端，容易受到绿色壁垒、关税壁垒等相关外贸壁垒保护政策的影

响。另外，贵州省与其他发达省市相比，明显存在优质人才缺失、

高新技术产业不足的问题，由于技术人才的缺乏，导致贵州省整体

生产效率相对较低，难以和东部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相媲美。 

四、加强贵州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的措施 

（一）提高科技含量 

为有效改善贵州省科技人才和科技型企业数量不足的问题，在

此后推进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好教育和

科技的重视工作，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强化产品科技含量，

进而在激烈的外贸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其中增加教育投入，主要

是指在科技生产以及产品研发等环节，应用先进知识的有效结合，

增强外贸产品科技含量。同时为了长久维持对外商品贸易竞争优

势，要求贵州省立足于长远发展战略视角，始终坚持低碳环保绿色

理念，借助大数据等科技水平较高的发展平台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到

贵州发展和建设。另外，为了 大限度推动产业的创新，地方政府

还应出台相关人才激励措施，创造良好的人才引进环境和氛围，切

实在社会层面引发科技产品热潮，竟然提高本地区对外商品贸易竞

争优势。 

（二）把握发展机遇 

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大环境中，贵州省更需加快融合大数据

支持性产业的发展与建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建设道路

中，进一步开拓对外贸易市场，解决当前贸易结构单一的问题。同

时，利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相关政策优势，促使贵州省实际参

与国际分工，争取实现互联互通的发展格局。另外，虽然贵州省多

处于高山峡谷地区，但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贵州省可以作为重

要的支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推动环节，也能够有

效发挥自身连接点的作用。因此，在自身发展条件不具优势的前提

下，贵州省应该积极推动自身成长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借助通道的

优势带动西部地区开发开放，进而与中东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等带构

建协同发展的格局。 重要的是，为了要提高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

竞争优势，还需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商品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可

以通过构建贵州旅游文化合作产业，打造贵州旅游名片，利用独特

的地形地貌优势，带动贵州走向国际，进而有效提升贵州省外贸商

品竞争力。 

（三）完善法规体系 

首先，构建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是展开高质量对外贸易的基

础工作，要求贵州省能够从软件设施以及硬件设施两个方面进行建

设和推广，积极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要完善

交通等相关基础性设施建设外，还需加大力度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

系。其中，构建发展立体交通格局，可以通过加大交通建设力度，

打通对外贸易发展经络，借助相关完善的配套设施，提高贵州省交

通运输能力和速度，避免发生由于硬件设施不够先进而影响外贸发

展的情况。而法律法规体系在贵州省强化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的过

程中，贯穿了外贸交易的整个过程，确保贵州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能够做到阶段工作清晰明了，促使对外贸易便利化发展。其次，加

快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工作，提高资金在流通过程中的安全

性。比如：可以通过简化报关程序，应用智能化手段进行交易和报

关，为外贸市场发展提供便利性。但同时需要注意，互联网平台的

发展和建设，虽说完善了电子商务市场监管体系，增强了市场的虚

拟性和隐蔽性，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还需重视做好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推动对外贸易规则化运营。 后，地方政府还应该出台具有针

对性的优惠政策，鼓励引进跨国公司和外贸企业，丰富贵州省本地

区的贸易市场格局，利用发展红利推动外贸商品竞争力的增长。 

结语 

综上所述，在区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外商品贸易是 主要

的推动力。本文以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竞争力和结构为研究对象进

行讨论，通过分析与讨论贵州进出口贸易总量、出口商品市场占有

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贸竞争力指数等多个方面。发现贵州省存

在外贸市场集中、基础设施不够先进、外贸竞争力弱的问题。为了

保证贵州省对外商品贸易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增长态势，本文着重提

出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完善法规体系、把握发展机遇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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