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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不断发展 珠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在取得成

绩的同时 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本文试就目前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提出一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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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现状 

一)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快 

1 出口贸易的增长情况 

1978 年 珠三角的出口贸易额仅为 13.88 亿美元 1995 年就达到了 461.01 亿美元 2002

年更达到了 1126.08 亿美元 由此可见 珠三角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 图 1反映了

近年来珠三角的出口贸易额的变化情况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珠三角的出口贸易额一直在不断

扩大  

2 进口贸易的增长情况 

在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同时 珠三角的进口贸易也是增长较快的 1995 年 珠三角的

进口贸易额为 223.17 亿美元 2001 年 珠三角的进口贸易额增加到 520.18 亿美元 2002

年 珠三角的进口贸易额又增加到 992.57 亿美元 比 2001 年增长 90.8%  

(二)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初级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 改革开放

前 珠三角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一直占出口总值的 50%-60% *(因珠三角的出口贸易额占

广东省出口贸易额的 80%以上 故本文中部分数据中带*的数据均为用广东省的数据) 出口

以初级产品为主 到了 1990 年 出口总值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下降到 19.29% * 2002 年

初级产品仅占珠三角出口总值的 3.8% * 二是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 其

上升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表反映出来  

2 出口商品的市场结构不断优化 

珠三角出口商品的市场结构的不断优化主要表现在其对香港的出口不断下降 而对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则不断上升 1990 年 珠三角对香港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 82.5% *

到了 2001 年 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了 35.30% * 表 2 反映的是 2001 年珠三角主要出口市

场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其对美国 欧盟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额在其总出口额

中已占有不少的份额  

3 出口贸易经营主体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后 珠三角的外贸经营体制逐步放升 外贸经营主体由外贸专业公司独家经营

演变成外贸专业公司 自营进出口企业 三来一补 企业和 三资 企业竞相发展的格局

近 10 年来 三资 企业成为推动珠三角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 其贸易额由 1990 年的

126*亿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1404 *亿美元 年均增长 21.7%*  

(三)对外贸易推动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国民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来体现 表 3反映

的是近年来珠三角国民经济的出口及进口依存度  

我们从表 3中不难看 对外贸易推动了珠三角经济的发展 具体表现在 一是出口依存度不

但提高得很快 而且常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1990 年 珠三角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仅为

37.38% 到 1995 年就上升为 97.89% 二是进口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 这说明进口对珠三角

经济结构的成长和升级有重要的作用  

 

二 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商品结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 

2002 年 珠三角出口额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仍然仅为 26.14% 机电产品是珠三角

出口结构水平较高的产品 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不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主要以锅炉

机械设备及零件 机电 电视机等为主  

(二)出口贸易主要局限于货物出口 

珠三角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货物出口领域 而技术出口 服务出口 劳动出口 承包工程

都是珠三角出口贸易方面的薄弱环节  

(三)出口市场仍然较为单一 

通过表 2 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和美国目前仍然是珠三角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考虑到香港会

将这部分出口的绝大部分转口输往美国市场 因此珠三角对美国市场存在着过分的依赖 而

过分依赖美国市场会给珠三角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四)出口力量比较分散 

目前 珠三角的出口产品品种杂 规格乱 牌号不一 价格上则是低价竞相抛售 这就造成

了珠三角出口力量的分散  

 

三 珠江三角洲对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上可见 珠三角的对外贸易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应针对

这些问题 特别是利用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 采取相应的对策 促进珠三

角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一)进一步加大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的力度 

一是继续推进所有制和经营体制改革 实行抓大放中小 重组转制 国有民营 联营 实施

股份制 进行拍卖 租赁等 二是推进以产权多元化为目标的公司制改革 改革人事制度

分配制度等 三是建立和完善行业商会体系 以此来集中珠三角的出口力量 四是制用 CEPA

的实施 进行深化和扩大改革和对外开放度 例如民营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 成立合资外贸

企业及在批发零售业 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开放等方面  

(二)培育珠江三角洲外贸的新增长点 

1 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出口 实行科技兴贸 

一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如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高技术含量的电子 机械产

业 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转让其先进技术 如努力吸引国外的 风险投资基金

到珠三角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三是对科技兴贸给予政策的支持 如落实 广东省科技兴贸实

施方案 四是充分利用深圳举办的高交会来促进珠三角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  



2 鼓励加工贸易的转型 

在加工贸易中 进料加工贸易与来料加工贸易虽然都是两头在外 但前者两头的主动权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经济效益要比后者高 1998 年 我国的加工贸易增值率为 52.4% 而

1997 年香港的加工贸易增值率高达 100.6% 原因之一就是香港主要是做进料加工 入世

为珠三角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入世 导致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关税

的大幅下降 这对珠三角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来说是一个机遇 所以 我们应鼓励珠三角实

现加工贸易的转型 促使其发展进料加工贸易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 珠三角应特

别重视引导开展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进料加工贸易 在这方面 深圳已经走在前

面 1999 年深圳出口高新技术产品 60.18 亿美元 其中的 60%就来自进料加工贸易  

3 发展技术和服务出口 

珠三角要抢占软件 网络 通信 教育 环保 运输 旅游 金融等技术和服务的制高点

大力发展运输 通信 旅游 文化服务 教育服务 商业服务 医疗服务 专业服务等服务

的出口  

4 扩大进口成为珠三角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 

进口贸易能够成为珠三角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 是由于正确的进口策略能廉价地获得稀

缺的生产要素 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并促进出口 入世 也

为我们发展进口这个新增长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因为其导致了关税的下降和配额的取消

所以 珠三角要更多鼓励扩大进口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加大吸收创新的力

度 发挥进口的积极作用 使进口成为珠三角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  

5 鼓励私营企业的出口 

目前 珠三角私营企业的实力不断壮大 其中不少属于外向型企业(1998 年统计有 1000

多户 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目 因为很多挂靠了国有外经贸企业) 1999 年 珠三角私营企

业出口 1.68 亿美元(实际远超此数) 比 1998 年增长 333.3% 可见 珠三角的私营企业已

经具备了良好的出口能力 所以 应该鼓励珠三角的私营企业直接走向国际市场 给予其必

要的信贷和信息支持 取消对它们的各种限制  

(三)大力开拓新的出口市场 

珠三角应花大力所拓展新的出口市场 如非洲 拉美 中东 东欧和俄罗斯等地 应采

取由政府部门牵头 组织相关企业到世界各地招商 举办博览会等形式的活动 促进珠三角

外贸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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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Status, Problem and Settle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s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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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development,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pearl delta have already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thing need to be resolved. We try 

to give some opinions on how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here. 

 

key words: the delta’s of pearl river; foreign trade; external economy 

 
 
收稿日期 2003 12 10 

作者简介 郭静 女 24 岁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2002 级研究生  

           谢健锟 女 25 岁 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2002 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