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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产业国际竞争力的

现状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产业国际竞

争力有较大程度提升。虽然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下降，而技术和资本密

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上升，但中国目前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

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都有所提高；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

的增强是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

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

争力不断提升。虽然中国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本文

判断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处于第二次快速提升的前夜，从中短期来看，２０１６年“市场经济

地位”的自然获得，将会进一步释放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既有优势；而从中长期来看，随
着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中国将迎来质量型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新的２０年战略机遇期，这

将是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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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成员，如今，中
国加入 ＷＴＯ已经过去十年。作为 ＷＴＯ成员，中国始终坚守并履行加入 ＷＴＯ所做的承诺，倡导

开放自由的贸易政策，积极融入国际和区域贸易合作。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产

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
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贸易总量世界第一，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中
国企业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大幅提升。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企业面临的

国际竞争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产业能否打造并提升

其国际竞争力，立足国内市场进而开拓国外市场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因此，有必

要对中国目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界定衡量、构成因素和实证测度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 研 究，取 得 了 一 些 成 果，比 较 代 表 性 的 研 究 有：在 竞 争 力 的 界 定 和 衡 量 方 面，金 碚（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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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产业竞争优势转型战略与全球分工模式的演变”（０９＆ＺＤ０３５）；国家社科基 金 重 点

项目“我国劳动力素质升级对产业竞争力提升与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１２ＡＪＹ００５）”。



２００３）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的某一产业能够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业更有效

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综合素质；蔡昉等（２００３）认为产业竞争力是个动态的概念，产业竞争

力为一个国家产业对于该国资源禀赋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反应和调整能力，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或

地区某个产业的总体资源配置状况及其效果。对于产业竞争力来源和构成因素的研究方面，早期

有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而“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禀赋差异造

成生产要素价格不同，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和竞争力的差异；当代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保罗·克鲁格曼

的规模经济贸易模型，认为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在竞争力构成要素方

面，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构建了由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
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等四个主要因素，以及政府行为、机遇等两个辅助因素共同组成的产业竞争力

分析框架。金碚（２００３）和张金昌（２００１）则通过更多的经济学分支来解释竞争力的来源并建立了结

果和决定因素 相 结 合 的 框 架 来 研 究 和 测 算 竞 争 力 指 数。在 产 业 竞 争 力 实 证 研 究 方 面，金 碚 等

（２００６）和李钢等（２００９）等都进行过分析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虽然目前已经 有 一 些 关 于 中 国 产 业 国 际 竞 争 力 方 面 的 实 证 研 究 成 果，但 是 对 于 中 国 加 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最新的实证研究分析还较少。本文全面研究了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不同行业对外

贸易的变化情况，分析了对外贸易和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得出了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

力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和结论。

二、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一）产品进出口总额变化

加入 ＷＴＯ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中国出口增长６．１３５倍，年均

增长２１．７％。２０１０年，中国出口、进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比２００９年增长３１．３、３８．８与３４．７个百

分点，超过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２０１１年中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大幅度的增长，全年出

口１８９８６．０亿美元，进口１７４３４．６亿美元，进出口 总 计３６４２０．６亿 美 元，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进口、出口与进出口

总额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年数

据来自海关统计资讯网。

２０．３％、２４．９％和２２．５％，贸易总额创出历史

新高（见图１）。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贸易总量世界第一。

在中 国 出 口 的 产 品 中，制 成 品 的 出 口 额

占据较大的比重，且增长较快，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间，制成品 出 口 额 由２００１年 的２６６１．０亿 美

元 增 长 到２０１０年１５７７７．６亿 美 元，增 长 了

５．２６倍，年均增长２２．６１％，快于全部商品年

均２１．９％的增长速度（见表１）。中国制成品

出口 占 中 国 商 品 出 口 的 比 例 逐 步 提 高，从

２００１年 的８８．６％提 升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９３．６％。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

加入 ＷＴＯ后 制 造 业 的 比 较 优 势 逐 年 增 强，
中国制成品的出口增长是推动中国贸易出口

增长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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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０年中国贸易出口比较 单位：１０亿美元、％

商品类型
出口额

年均

增长率

各行业占

总出口比重

相对出口

优势指数

平均出口增长

率优势指数

国际市场

占有率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全部商品 ２６６．１　１５７７．８　 ２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４．３　 １０．６
农产品 １６．６　５１．６　 １３．４　 ６．２　 ３．３　 ０．７０　０．３６ －８．８　 ３．０　 ３．８
食物 １４．２　４４．２　 １３．４　 ５．３　 ２．８　 ０．７４　０．３７ －８．５　 ３．２　 ４．０
燃料及矿产品 １３．０　４８．１　 １５．６　 ４．９　 ３．０　 ０．３９　０．１５ －４．２　 １．７　 １．６
燃料 ８．４　 ２６．７　 １３．７　 ３．２　 １．７　 ０．３３　０．１１ －５．６　 １．４　 １．１
制成品 ２３５．８　１４７６．５　 ２２．６　 ８８．６　９３．６　１．２１　１．４０　 ０．７　 ５．２　 １４．８
（一）钢铁 ３．２　 ３９．６　 ３２．５　 １．２　 ２．５　 ０．５５　０．８８　 ２０．２　 ２．４　 ９．４
（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１３．４　８７．５　 ２３．２　 ５．０　 ５．５　 ０．５２　０．４８　 ２．１　 ２．２　 ５．１

　　医药品 ２．０　 １０．７　 ２０．６　 ０．７　 ０．７　 ０．３５　０．２２ －１．４　 １．５　 ２．３
（三）机械和运输设备 ９４．９　７８１．１　 ２６．４　 ３５．７　４９．５　０．８９　１．４５　 ５．０　 ３．８　 １５．４

办公设备和电子产品 ５２．３　４４９．３　 ２７．０　 １９．６　２８．５　１．４４　２．６４　 ６．３　 ６．２　 ２８．０
（１）ＥＤＰ和办公设备 ２３．６　２０６．０　 ２７．２　 ８．９　 １３．１　１．６５　３．５７　 ７．７　 ７．１　 ３７．９
（２）电信设备 ２３．８　１８０．４　 ２５．３　 ８．９　 １１．４　２．０５　２．９３　 ４．７　 ８．８　 ３１．１

（３）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 ４．９　 ６２．９　 ３２．７　 １．９　 ４．０　 ０．４８　１．２４　 ８．７　 ２．１　 １３．１
（４）汽车产品 １．９　 ２８．０　 ３４．９　 ０．７　 １．８　 ０．０８　０．２４　 １５．５　 ０．３　 ２．６

（四）纺织品 １６．８　７６．９　 １８．４　 ６．３　 ４．９　 ２．６２　２．８９ －３．８　 １１．３　３０．７
（五）服装 ３６．７　１２９．８　 １５．１　 １３．８　 ８．２　 ４．３９　３．４８ －７．０　 １８．９　３６．９
商业服务 ３２．９　１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２　 ４．６
交通运输 ４．６　 ３４．２　 ２４．９　 １４．１　２０．１　０．６１　０．９５　 ８．６　 １．４　 ４．４
旅游 １７．８　４５．８　 １１．１　 ５４．１　２６．９　１．７３　１．０６ －７．８　 ３．８　 ４．９
其他商业服务 １０．５　９０．２　 ２７．０　 ３１．８　５３．１　０．７０　１．００　 ５．９　 １．６　 ４．６

　　数据来源：根据 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各年计算。

从制成品出口的分项产品 看，２０１０年，占 商 品 出 口 总 额 最 高 的 是 机 械 和 运 输 设 备（一 分 位 产

业），其２０１０年出口７８１１亿美元，占商品出口总额的４９．５％；紧随其后的依次是服装（８．２％）、化

学成品及有关产品（５．５％）、纺织品（４．９％）。从增长速度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年均

增长２２．６％，而高于这个平均速度的大类产业和分项产业有汽车（３４．９％）、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

（３２．７％）、ＥＤＰ和办公设备（２７．２％）、机械和运输设备（一分位产业，２６．４％）。中国商业服务出口

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间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２９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００亿美元，
年均增长２０．０％，比商品贸易出口２１．９％的年均增速略低。

（二）目标行业出口占全部商品总出口的比重

一个国家某行业出口额占该国全部商品总出口的比重是衡量该行业比较优势最直接的指标。
如果一国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份额大，就认为该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从表１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

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７％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４９．５％，其中ＥＤＰ和办公设备、电信设备、集成电路和电

子元件都有较大的提升，而纺织品和服装则从２００１年的６．３％和１３．８％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４．９％和

８．２％，农产品、燃料和矿产品占出口的比重也大幅度下降。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

和技术进步，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趋于减弱，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

优势逐渐增强。
（三）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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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是指将一定时期目标产品出口增长率与该国所有商品总的贸易增长率相

比较，从而确定何种产品的出口增速更快，更具有竞争力。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反映产品出口比较

优势的变化情况。我们计算了中国产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各行业的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各年度的平

均值（如表１所示），从表１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一直都快于所有商品出口总额的平均增长速度，即

中国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强，其中，钢铁、汽车产品、办公及电子设备、机械和运输设备的

比较优势增长明显。农产品、燃料及矿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与全部商品相比则为负值，表明中国农

产品、燃料及矿产品的比较优势正逐渐减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服装业等在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的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在大多数年份也为负值，显示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减

弱，这与前面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四）相对出口优势指数

相对出口优势指数也称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是指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值占

该国出口总值的份额与该种产品的世界出口总值占所有产品的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率。相对

出口优势指数反映出一个国家某类商品（或服务）的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所形成的结果，是产业

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ＪＥＴＲＯ）的标准，如果ＲＣＡ＞１，则表示一国某产业（或产品）在世界

经济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其数值越大，显示性比较优势越明显。如果ＲＣＡ＞２．５，则具有极强

的竞争优势；若１．２５＜ＲＣＡ＜２．５，则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若０．８＜ＲＣＡ＜１．２５，则该行业具有较

为平均的竞争优势；如果ＲＣＡ＜０．８，则不具有竞争优势。总体来说，若０＜ＲＣＡ＜１，则表示该国

某产业（或产品）具有比较劣势，其数值越是偏离１接近于０，比较劣势越明显。
本文计算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十年来的中国产品出口优势指数，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加入 ＷＴＯ

十年来中国制成品相对出口优势指数一直在增长，２０１０年已经达到１．４，从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

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居于较强的竞争优势。２０１０年，中国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的产品有（按ＲＣＡ值

从高到低）：ＥＤＰ和办公设备、服装、电信设备、纺织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的有：机械和运输设备

（一分位产业）、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有较为平均的竞争优势的有：钢铁、商业服务；不具有竞争

优势的有：农产品、燃料及矿产品、汽车产品、化学及有关产品。

三、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分析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

很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产品市场占有率是产业竞争力强弱最直接的衡量指标。加入 ＷＴＯ
以来，中国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如表１所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２００１
年的４．３％上升到到２０１０年１０．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２００１
年的５．２％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４．８％，由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数额巨大，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工业

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是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
从分产业情况看，到２０１０年，中国服装业、纺织品、ＥＤＰ和办公设备、电信设备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都在３０％以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２０１０年，商业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４．６％，
大大低于商品市场１０．６％的占有率。

从增长幅度来看，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中的ＥＤＰ和办公设备、电信设备、集成

电路和元器件等办公和电子设备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增长幅度非常大。虽然中国汽车产品的国际市

场占有率较低，但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汽车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２００１年的０．３％上升

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６％，提升速度较快。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保持着

高速的增长，服装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８．９％和１１．３％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

３６．９％和３０．７％，显示出中国服装和纺织品的竞争优势有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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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竞争指数

贸易竞争指数也称“贸易特化系数”，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贸易总额的

比例，用来衡量一国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反映一个国家某产业是净出口国还是净

进口国，以及净进口或者净出口的相对规模。若该比值为正，表明是净出口国，该类产品的生产效

率高于国际水平，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反之，贸易竞争指数为负，即净进口则意味着出口竞争力

较弱。比值越接近１，说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根据本文计算的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多

数产品特别是多数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步提升。
到２０１０年，中 国 出 口 产 品 中 贸 易 竞 争 指 数 大 于０．５的 有 服 装（０．９６）、纺 织 品（０．６３）、电 信 设 备

（０．６４）、ＥＤＰ和办公设备（０．５７），这些行业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四、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

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有多种，不同的指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
前面本文已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产业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为全面评

价中国产业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国际竞争力变化的状况，本文在金碚、李钢和陈志（２００６）研究方法

的基础上，整合多个指 标 建 立 了 一 套 综 合 评 价 体 系。该 体 系 以２００１年 制 成 品 为 基 础，测 算 加 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
（一）综合评价体系和计算方法

本文用以评价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指标体系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体系

目
标
层

因
素
层

基础指标 计算公式 变量解释
权
重

产
业
国
际
竞
争
力

比

较

优

势

权

重

１／２

静
态

动
态

目标 行 业 出 口 占 该 国

商品总出口的比重
Ｘｉ／Ｘ０

Ｘｉ 为中国第ｉ种 商 品 出 口 额；Ｘ０ 为 中 国 商 品

出口总额。
１／８

相对出口优势指数
Ｘｉ／Ｘ０
ＸＷｉ／Ｘｗ０

Ｘｉ 为中国第ｉ种 商 品 出 口 额；Ｘ０ 为 中 国 商 品

出口总额；Ｘｗｉ为世界第ｉ种商品出口额；Ｘｗ０为

世界商品出口总额。
１／８

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 （ｇｉ－ｇｏ）＊１００
ｇｉ 为中国第ｉ种商品出口增长率；ｇ０ 为中国商

品出口总额增长率。
１／８

相对出口优势指数

变化率

Ａｉ－Ａｉ－１
Ａｉ

Ａｉ 为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当年值；Ａｉ－１为相对优

势指数上一年的值。
１／８

竞

争

优

势

权

重

１／２

静
态

动
态

国际市场占有率 Ｘｉ／Ｘｗｉ
Ｘｉ 为中国第ｉ种商品出口额；Ｘｗｉ为世界第ｉ种

商品出口额。
１／８

贸易竞争指数
Ｘｉ－Ｍｉ
Ｘｉ＋Ｍｉ

Ｘｉ 为中国第ｉ种商品出口额；Ｍｉ 为中国第ｉ种

商品进口额。
１／８

国际市场占有率

提升速度

Ａｉ－Ａｉ－１
Ａｉ

Ａｉ 为第ｉ种商品国 际 市 场 占 有 率 当 年 值；Ａｉ－１
为国际市场占有率上一年的值。

１／８

贸易竞争指数

提升速度

Ａｉ－Ａｉ－１
Ａｉ

Ａｉ 为第ｉ种商品贸 易 竞 争 指 数 当 年 值；Ａｉ－１为

相应商品贸易竞争指数上一年的值。
１／８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而得。

１．基础指标。表２将产业国际竞争力分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大类因素。比较优势使用目

标行业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的比例、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和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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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四个指标来衡量，其中前两个指标属于静态指标，后两个指标属于动态指标。竞争优势使用国际

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速度和贸易竞争指数提升速度四个指标来衡量，其
中前两个指标属于静态指标，后两个指标属于动态指标。每个指标和因素的权重各占１／８。
２．基础指标指数。本文以２００１年中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为基期，令其国际竞争力

综合指数值为１００，以此为基础计算２０１０年中国各行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然后，根据公式（１）
与公式（２）计算出各指标值。其中，Ａ指标为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相对出口优势指

数变化率、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速度、贸易竞争指数提升速度且按公式（１）计算，Ｂ指标为其他指数

且按公式（２）计算。
Ａ指标２０１０年指数＝（Ａ指标２０１０值－Ａ指标２００１年制成品值）＋１００ （１）
Ｂ指标２０１０年指数＝（Ｂ指标２０１０值÷Ｂ指标２００１年制成品值）×１００ （２）
３．因素指数。将各基础指标指数乘以该指标的权重，相加得到各因素指数。
４．综合指数。将各因素指数乘以各自的权重，相加即得到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
（二）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

按上述方法所计算出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如表３所示。从表３中可以得出以下初

步结论：
表３　 ２０１０年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

２０１０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

力指数（以２００１年制成品

为基期）

比较优势指数 竞争优势指数 综合指数
提升幅度

（％）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全部商品 ９８．７　 ９８．７　 ９５．６　 １２５．９　 ９７．２　 １１２．３　 １５．５９
农产品 ６４．７　 ５６．９　 ８９．４　 ９３．１　 ７７．１　 ７５．０ －２．６５
食物 ６６．３　 ５６．８　 ９０．４　 ９４．０　 ７８．３　 ７５．４ －３．７９
燃料及矿产品 ５８．９　 ５６．０　 ８３．０　 ８２．４　 ７０．９　 ６９．２ －２．４４
燃料 ５７．６　 ５２．４　 ８１．６　 ８０．３　 ６９．６　 ６６．３ －４．６９
制成品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０．０　 １４６．２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６　 ２５．６２
（一）钢铁 ５２．８　 ７７．９　 ８６．３　 １１９．０　 ６９．６　 ９８．４　 ４１．４５
（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６２．９　 ６３．９　 ８５．６　 ９９．６　 ７４．２　 ８１．７　 １０．１４

　　　医药品 ５８．２　 ５２．８　 ８２．１　 ８６．２　 ７０．１　 ６９．５ －０．９４
（三）机械和运输设备 ８０．３　 ９３．９　 ９３．４　 １４８．８　 ８６．８　 １２１．３　 ３９．７５

　　办公设备和电子产品 ８８．６　 １１１．９　 １０４．０　 ２０９．６　 ９６．３　 １６０．８　 ６６．９８

　（１）ＥＤＰ和办公设备 ９１．４　 １２７．１　 １０９．２　 ２５７．１　 １００．３　 １９２．１　 ９１．５５

　（２）电信设备 ９８．５　 １１１．０　 １１７．５　 ２２４．４　 １０８．０　 １６７．７　 ５５．３０

　（３）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 ５６．６　 ８２．７　 ８４．７　 １３７．９　 ７０．７　 １１０．３　 ５６．０４

　（４）汽车产品 ５４．９　 ５７．８　 ７６．５　 ８７．４　 ６５．７　 ７２．６　 １０．４６

　（四）纺织品 １０５．１　 １１０．１　 １２９．２　 ２２２．３　 １１７．２　 １６６．２　 ４１．８６

　（五）服装 １４３．０　 １２１．３　 １６５．７　 ２５２．５　 １５４．３　 １８６．９　 ２１．１１
商业服务 ９８．７　 ９８．７　 ８５．６　 ９７．０　 ９２．２　 ９７．９　 ６．１７
交通运输 ７０．７　 ７８．３　 ８１．４　 ９５．９　 ７６．０　 ８７．１　 １４．５２
旅游 １０１．０　 ７５．１　 ９３．５　 ９８．６　 ９７．２　 ８６．８ －１０．７１
其他商业服务 ７１．５　 ８６．９　 ８２．５　 ９５．５　 ７７．０　 ９１．２　 １８．４２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公式、数据计算而得。

１．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以２００１年制成品国际竞争力为基准数，加入 ＷＴＯ十年

以来，中国全部出口 产 品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综 合 指 数 从２００１年 的９７．２提 升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１１２．３，与

２００１年相比有１５．５９％的提升。
２．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增强是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不同行业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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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ＷＴＯ后竞争力的变化各不相同，中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有２５．６２％的提升，其中，ＥＤＰ和办公

设备、电信设备、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钢铁和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有超过４０％的提升，服装行业

有２１．１１％的提升，这些行业的提升都快于中国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速度。
３．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从２０１０年各产业国际竞

争力指数值看，虽然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着很强的

国际竞争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中国竞争优势的源泉。
４．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中国的优势产业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下降，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

优势在上升。中国在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在ＥＤＰ和办

公设备、电信设备和机械运输设备等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

（一）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全球第一

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制成品出口额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逐

年上升，通过融入产业 国 际 分 工 和 世 界 生 产 制 造 体 系，中 国 已 经 成 为 世 界 工 厂 和 全 球 制 造 中 心。
２０１０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达１４７６９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 额 的１４．８％，位 居 世 界 第 一

位，从总量意义上看，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全球第一。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是推动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在制成品出口额的大幅度

增长的推动下，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增长迅速。因为有着广阔的潜在

市场需求、相对充裕的人力资本、较低的资源成本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以中国在多数影响制造业

竞争力的因素方面都具备优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制造业将保持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地

位，世界制造业的重心将继续向中国等新兴市场转移。
（二）“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获得将使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新飞跃

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成为世界

上遭遇反倾销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频繁遭受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就是“非市场经济

地位”问题。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

大利亚在内的８１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目前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美国、欧盟和日本都

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利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不断发起反倾销贸易调查。因此，
反倾销等不公平的贸易环境已成为制约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按照 ＷＴＯ的规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１５年后，即２０１６年，不论中国是否符合美日欧对

市场经济的定义，都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ＷＴＯ框架下对中

国特定的贸易摩擦手段即将失效，中国将获得公平的贸易地位。这将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

潜力，使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一次新的飞跃。
（三）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动力将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红

利即将达到极值并开始下降，未来，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源泉将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
“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以学历水平衡量的劳动力素质有大幅度的提

升。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１０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

的人数由３６１１上升为８９３０；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１１１４６人上升为１４０３２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的由３３９６１人 上 升 为３８７８８人；仅 具 有 小 学 文 化 程 度 的 由３５７０１人 下 降 为２６７７９人；文 盲 率 由

６．７２％下降为４．０８％，下降２．６４个百分点。而１９８２年，每１０万人中仅有５９９人具有大学文化程

度，６６２２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１７７５８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３５３７７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文盲和半

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２３．５％。可以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中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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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质的快速提升为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是为出口产品的升级提出可能性。如果这样，中国

产业的比较优势应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变为中高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实际上中国

产业并没有随中国劳动力升级而升级。本文计算了中国工业产品的“学历”水平，①从图２中可看

出中国工业产品的“学历”水平并没有大幅提高。本文不讨论造成“劳动力素质升级速度快于产业

升级速度”的原因，仅想指出目前劳动力素质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做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准备；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为中国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高质量的人

力资本推动下，未来中国制成品的出口增长将由传统的数量扩张向速度、质量、效益协调发展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转变。质量型的人

口红利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从粗

放型向集约型的战略性转变。

图２　中国工业产品的“学历”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

（四）中西部地区崛起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深入地参与产业国际分工，积极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进出口

贸易额增长迅速。但是，当前中国出口来源地多数集中在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
中国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显著的约束，东部地区出口贸易产业

面临转型和升级的压力。未来，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中国东部地区的很多

出口贸易产业将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增长极，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处于第二次快速提升的前夜。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中国将加快转变产业结构发展方式，以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为中心，以市场

为导向，促使出口贸易走上内生驱动、自主增长的轨道，打造世界品牌，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从贸

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六、主要结论

本文认为，加入 ＷＴＯ十年以来，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劳动密集型和

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有所提高；虽然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下降，
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上升，但中国目前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增强是推动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动力，在中国传统劳动密集

型产业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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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工业产品的“学历”水平是指中国工业产品的平均学历水平。计算公式为：∑
ｎ

ｉ＝１
αｉ×Ｅｉ　 ，其中，αｉ为第ｉ个行业增加

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Ｅｉ为第ｉ个行业员工的平均学历水平。在对学历的５个等级（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

上）分别１、３、５、７、９进行赋值，从而可以算出每个行业员工的平均学历水平。



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虽然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本文认为，中
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处于第二次快速提升的前夜，在２０１６年前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会有一次新的

飞跃；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升，将会使中国迎来质量型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新的

２０年的战略机遇期，这将是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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