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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现状及其约束因索

外贸纤济效益不仅姑衡址对外径贸活动得失的一种评价，也是一国参与国阮分工，获得

比较利益的具体转化和表现形式。本文力图通过对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的现状及其约束因素的

分析，提出 一 些具体的看法和建议。

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现状分析

在外贸体制改革的四年里，我国先后通过 “权力下放” 、 “政企分开 ” 、 “承包纤背资

任制 ” 等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把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引入外贸部门，激发了企业的动力和活

力，使外贸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进 一步提高，改善了进出口商品结构，扩大了对外贸易规杖，

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起到了纽带和先锌的作用。在外贸经济

效益方而，虽然1981 ,_,1990年的外贸业务统计表明，我国部分外贸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但

是，这种亏损不少是山千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剔除国内价格扭曲因素和政笫囚素，

就可以明确看到，我国进出口贸易亏损，特别是出口贸易亏损，在实施承包纾敕货行制后已

逐步得到改善，外贸经济效益也在不断提高和优化。

笫 一 ，出口换汇成本得到改善。在外贸企业推行承包经祝忱仵制以前，由丁环，i'｛权下

放，外贸机构的扩张， 一 些宏观眢理措施不协调所造成的外贸企业间不平等觅争等原因，导

致国内抬价抢购货源，特别是木小利大、国际市场销路不错的初级产品，浩成出口的成本上

升和国际市场上多头对外、互相残杀、肥水外流、出口创汇能力降低的不利后果。仅以1986

年为例，出口收购价格就增长了100%，而收汇额仪增长了41%。

1988年以后，由于外贸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各外贸企业强化了经济效益观念，使

出口成本得到有效控制。1988和1989两年中，在国内物价指数分别增长(18.5％和17.8%，外

贸收购价格分别增长了23％和20％的情况下，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仅分别增加了10％和］2%,

有效地改善了外贸经背效果（参见表一 ）。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把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与困

内物价指数和工业可比成本上涨幅度加以比较，就可以明确看到外贸出口状况已逐步由亏损

型向效益型的方向转化。
表一 平均换汇成本与物价指数和」：业可比成本增长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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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开展与深化，外贸企业与科研、生
产单位的合作不断加强，成功地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由原料性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
转化。据统计 ， 1981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达8记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0.4 %，首次
创下制成品出口超过初级产品出口的历史记录。其后，由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探化 ， 承包经营
责任制的实施，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制成品出口占贸易额的比重不仅有了大
幅度地增长 ， 而且出口制成品内部结构也不断优化。以1990年为例 ， 我国制成品出口达352.7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7.7%，比1979年增长了4.5倍。其中，重化产品出口达137.48

亿美元，占总贸易额的26.4%，比1989年的21.5％增加了5个百分点；而轻纺产品出口占出
口总额的41.3%，比1989年的43.8％下降了2.5个百分点（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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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 ， 我国出口贸易莹与贸易值的差距随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开始逐步缩小。长
期以来，我国外贸出口拱的增长速度高千贸易值增长速度的特征，说明了我国外贸出口创汇
能力差，效益不好。但是，从1988年实行外贸承包制以后 ， 这一 局面得到了扭转，出口贸易
值的年增长率超过了出口贸易款的年增长率。以近几年出口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商品为例，
其抽样调查的结果（见表兰）表明，1988和1989两年，出口贸易措的增长幅度与出口贸易值
增长幅度的差距分别比1987年降低了11.1和21.6个百分点。从而证明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对提
高外贸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表三 我国出口贸易昼与贸易值增长幅度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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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根据经贸部业务统计资料推算，其中以1984年为基期。

笫四，外贸企业责全占用、贵金周转等指标，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自负盈亏的试
行与实施而有明显好转。1989年，北京外贸企业中试行自负盈亏企业的银行信贷资金占用
率为2.73元／美元 ， 资金周转次数为1.62次 ， 出口费用水平为9.6% ， 经营的结果，共盈利1.2
亿元。而同期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外贸企业比试行自负盈亏的外贸企业要多占用银行信贷
资金41. 4 %，资金周转次数要慢0.21次，出口费用水平要高2.3%，结营的结果，共亏损4.9
亿元。 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只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硬化财务核算 ， 才能强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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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自我约束机制， 从而把企业有效地引向重视灵活运用、 综合运筹、 平衡盈亏的手段， 以

此捉高经济效益。

总之， 自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的直接经济效益总体上是好的。 但也
不能否认， 少数出口商品和少数企业的效益未能有效地改善。 因此， 认真分析约束外贸经济
效益进一步提高的因素， 对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提高外贸经济效益，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 影响外贸经济效益的原因分析

1981 年以来， 外贸部门出现的亏损问题， 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这些因素既有主观的，

也有客观的，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客观因素。 具休说来， 造成外贸部门亏损、 制约外贸经济效

益的客观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笫 一 ， 体制因素。 在以往的速度与规模型外贸体制下， 由于外贸部门受不合押的计划、

财政、 价格、 税收、 物资忤押等体制的影响， 缺少责、 权、 利相统一 的约束机制， 经济核算

观念淡薄， 使他们在外贸经营权下放、 业务交叉的情况下， 为加速完成出口计划， 抢购或抬

价收购出口货源， 增加了外贸亏损和财政负担，另 一方面， 各地为扩大出口规模， 争上-··些

简单加工项目， 造成产业趋同、 内部竞争加剧的后果， 使外贸利益在恶性竞争下呈现 “趋零

化” 的现象。 1988 年以后， 虽然外贸企业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把责、 权、 利在一定和度

[-_结合起来， 使外贸经济效益有所改善， 但是， 由千承包制的实施不够彻底， 财务核郓非刚

性化， 外贸亏损 “挂帐 “ 现象极为严重。

笫二， 政策因素。 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免遭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 我国采用了国内价格体

系与国际价格体系相背离的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保证国内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顺利

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 对外贸部门来说， 这种价格体系严重削弱了企业对动疡不定的

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 在出口贸易中， 由于国内出口商品价格放开， 外贸经背权下放， 业务

交叉等因系， 出口产品成本随着抢购出口货源的加剧和价格的提高而上升。 这样一 米， 一方

面汇率下调应增加的人民币收入因抬价抢购而转移出去， 另 一 方面也减少了外贸部门囚国际

市场价格上涨而应增加的外汇收入， 从而使出口贸易净收入减少， 亏损加剧。 在进口贸易

中， 由于汇率的下凋增加了进口成本， 减少了内销的人民币收入； 同I寸， 由于冈内外），，．价不

断扩大， 激化了外贸部门的亏损。

第三， 产业结构因素。 一方面， 我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 加工能力和规模过度扩张的产

业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高要依赖进口来支持经济增长， 使进口商品结构呈刚性特征。 并且，

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时， 推行的 “ 以进定出 ” 的做法， 往往造成出口计划对进口计划的单一

跟随性， 造成出口计划执行中的主观随意性和轻效益的弊端， 也影响了外贸的出口创汇和带

动产业结构改造作用的发挥。 另 一 方面，产业结构作为出口商品结构的物质基础， 低层次或
“瓶颈 ” 产业又限制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由于较之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生产技术条件

和劳动生产率都很落后， 生产出的产品质拭差， 品种规格少， 难以适销对路， 在国际市场上

竟争力弱， 卖不出好价钱， 从而影响出口创汇和外贸经济效益。 在进口方面， 由千进口用汇

的刚性， 使进口的 “输血功能“ 大于 “造血功能“ ， 没有使进口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

效手段， 反而使出口贸易的机会成本上升， 制约了外贸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主观上， 外贸部门的组织管理、 战咯决策和经营管理等因素， 对外贸经济效益的改善

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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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提高外贸经济效益途径的探索

要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外贸亏损的局面， 必须注意宏观政策和微观手段的灵活运用， 必须

把对外贸易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 一 ）宏观上， 搞好外贸体制改革的配套工作是提高外贸经济效益的条件。 首先， 必须

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战略， 调整产业结构， 有效地利用 “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 为建

立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提供物质基础。 在出口方面， 应以轻纺产品为突破口， 以机电产品

为发展方向， 使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紧密结合， 并利用科技进步促进出口主导产业的发展，

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 “第二次飞跃＂ ， 切实提高外贸经济效益。 在进口方面， 要重视外贸在

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成长中的 “ 引擎” 作用。 重点引进先进技术， 为国内现有企业的技

术改造服务， 为发展面向出口的产业服务；优先进口重要原材料和国内短缺物资， 为促进国

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大力发展 “ 以进养出 ” 的产业服务。 其次， 在硬化财务核算的基础上， 实

现向出口产业倾斜的信贷政策， 理顺国内价格体系， 为搞活大、 中型外贸企业， 发展外向型

产业创造条件。 再次， 健全政策、 法律、 经济等间接调控机制， 以保证对外贸易自主经营的

彻底贯彻；提高外贸企业的灵活性和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 最后， 还要制订 一整套科学的考

核指标， 如速度指标、 结构指标、 贸易条件指标、 进出口贸易利税指标、 出口平均收汇指标

和进出口综合利益指标等。

（二）微观上， 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是提高外贸经济效益的手段。 首先， 应加强外贸经

营企业与生产企业的合作， 开展集团经营，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以规模优势参与国际竞

争， 通过竟争提高效益。 其次， 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搞好企业管理， 一定要打破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 ， 切实贯彻承包责任制， 奖勤罚懒， 调动职工积极性；同时， 要加强经济核算，

改善外贸经营管理水平。 最后， 要积极培养人才， 加速外贸队伍的建设， 提高外贸企业整体

素质。

（三）协调外贸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是提高经济效益的童要保证。 外贸经济效益既表现

为外贸经营的盈利性， 又表现为外贸经营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 “驱动效应 ＇， ， 即国民经济

效益。 前者是微观效益， 后者是宏观经济效益， 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要充分重视

和保证宏观经济效益的实现； 另 一方面也应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采取适当措施， 努力照顾微

观效益， 以调动外贸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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