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兴贸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贸易

—
对话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高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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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闻 雨

南宁开幕了
.

针对各界较为关心的中国

科技兴贸战略下的中国对东盟贸易这一

话题记者采访了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
、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

原国家粮食

储备总局局长高铁生先生
。

彰淤翼薰
发展正

调整

增长的

同时 也通过国际技术流动
.

改变了国

际贸易结构和技术资源的全球配置
。

在这一背景下 正在建设 的中国

一一东盟 自由贸易 区 自然 引起 了世界

的瞩目
。

东盟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地

区之一
。

自、9 95年起
,

中国与东盟的进

出口贸易以年均 15 % 的幅度增长 出 口

增长30 %
,

近3 1亿美元 东盟成为中国

第五大贸易伙伴
‘

中国虽世界贸易排名第g 位
,

但工

业制成品出 口的技术附加值较低
.

高新

技术产品出 口的比重也较低
.

中国对东

盟的出 口也同样面临这一情况
。

提高出口 商品竞争力 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 重点促进高技术产品出 口
.

促

进中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
.

科

技兴贸
.

对于中国21 世纪的国际竞争力

提升具有深远 的战略意义

中国
—

东盟博览会 11 月初就要在

科技兴贸是战略

《中国经 贸》
:

中国 已成为世界贸

易大国
,

但与主要 发达 国家差距较大
。

如何才能有效改变以低 附加值产品 为主

的 出 口 商品结 构 ?

离铁生
:

从国际分工角度来看
,

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竞争 日

趋激烈 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参与到国际

分工体系和国际竞争中去
,

分享国际分

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利益
.

逐步确立自

己的产业结构定位
,

不断促进产业结构

的升级
。

当前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

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产业
,

但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
.

技术密集型

转移是产业转移的必然规律
。

中国应以

战略眼光发展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高科

技产业
.

并以高新技术推动国内产业结

构的调整与升级
。

这是改变出 口商品结

构的基础
。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 应认真贯彻商

务部等八部委联合起草的 《关于进一步实

施科技兴贸战略的若干意见》
。

在科技兴

贸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
.

进一步统一思

想
,

狠抓落实
。

要依托一批重点企业
.

办

好高新技术出 口基地
.

壮大高新技术产业

群
.

加强科技人才培养 加快科技创新的

步伐
.

大力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有高附

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

((中国经贫》
:

科技兴 贸战略实施

这 么 多年 了
、

我们完竟取得 了哪些成果?

高铁生
:

中国从 199 9年开始实施科

技兴贸战略
,

五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

努力 科技兴贸取得显著成绩
。

首先是

初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格局
。

由于抓住

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

移的重大机遇
,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

企

业和产品 的快速发展
.

初步形成一批高

新技术产业群 涌现了一批科技水平

高
、

国际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和产品
。

其次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引

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
.

大批先进技术

和设备落户中国 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

换代
,

优化了中国产业结构
.

提高了国

民经济增长质量
。

第三是推动了出口快

速增长
.

增强 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

力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比重大幅提升

出 口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

高新技术

产品出 口对机电产品出 口拉动和对其它

外贸出 口 的再拉动作用已经显现
。

第四

是 中国成功举办一系列重要科技会展
,

构建了高科技发展成就展示和国际交流

的平台
。

《中国经 贫 ))
: 2 0 0 5年 1 1 月 1 2 日

.

国 务院 办公厅转发 了商 务部等八部委联

合制 定的 《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兴 贸战

略的若干意 见》
,

这标
.

志着科技兴贸战

味.



封面故事

略进入 了一个街的发辰阶段
。

那 么科技

兴贫究竞有看怎样的战略惫义 ?

窗铁生
: 当前科技革命日新月异

.

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
。

中国国民经

济发展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加速

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关键时期
。

中圈

外贸出口正面临由主要依托机电产品出

口转变成主要依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从而 实现第三次历 史性跨越的关键时

期
。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

进一步实施

科技兴 贸战略具有难 以估量的重大意

义
。

第一 实施科技兴贸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
、

加速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需要
。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

需

要在20 2。年实现G O尸翻两番 达到4万亿

美元
;

与此相应进出口规模翻两番达到

2 万亿美元
。

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必须更

多地依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

为此需要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

促进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体制创新
,

构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的服务体系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

合作与交流
.

不断丰富和完善科技兴贸

的政策体系
。

第二
.

实施科技兴贸
,

有利于加快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改革开放以来
,

特

别是执行十五计划以来
.

中国产业结构

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
。

但是在经济发展

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
。

按照党中央

的要求
.

必须 以新的科学发展观解决这

些矛盾和问题
。

这就要求深入实施科技

兴贸战略
.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提

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

加快传

统产业改造步伐
.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
.

降低能耗物耗
,

减少资源浪费 减

轻对环境的压力
,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和效益
。

第三
.

实施科技兴贸有利于更好地

参与国际分工
。

目前国际上制造业生产

基地正在不断向中国转移
。

中国可以以

此为契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在

保持现有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同时 通

过应用高新科技和先进适用技术逐步提

离产品质t
.

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

密集纽产业乃至是技术密集倒产娜减

展
.

创造中图产业竟争优势
。

通过实施

科技兴贸可以加快推动这一进释
,

使中

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为有荆地位
.

第四
,

实施科技兴贸是实现由贫易大国

向贸易强巨的必由之路
。

目前中油在翻
成品出口 方面

.

具有比较强的竟争力

但是从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来看
.

科技含

量高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市

场空间广阔 潜力很大
。

中国真正实现

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

必须通过

科技兴贸不断优化 出口结构
,

提高出 口

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

科技兴贸加速中国对东盟的出口

《中国经 贸》
:

科技兴贫 包括促进

技 术进 出 口
,

促进高新技术产 品进 出

口
。

现在中国时 东盟的出口 的产品科技

含童如何 ? 产品结构是否需要调 整 ?

高铁生
:

上个世纪 90 年代 以来
.

中

国东盟贸易增长速度加快
,

东盟已与中

国彼此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

由于中国

与东盟主要成员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

双

方在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调整中有着相

同的演化路径
.

对第三方出口方面产品

的科技含t 也大体相近
。

从总体上看中

国科技实力比较强
,

中国对东盟国家出

口产品科技含量相对高一些
。

随着双边

贸易的扩大
.

由于产品结构雷同而导致

自由竞争不可避免
。

解决这一矛盾
.

一

方面应当加快中国产业升级 提高出口

产品的科技含量
,

让出一部分不具有比

较优势的农产品市场
,

避开一部分劳动

密集产品的竞争
。

另一方面
,

从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长远发展需要来看
.

应当

借助政府间的协调 发展和扩大产业内

贸易
。

双方可以通过联合研发
.

分担创

新费用 发展高科技产业 中的水平分

工
。

实现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互利共威
,

增强相互贸易的互补性
。

《中国经 贸》
:

中国

—
东盟博览

会承 办方正倾力打造中国

—
东盟 自由

一

贫易区录其形响力的电子商务平台
,

建

卜傀
‘
娜冷第一个网上互动展览平 台

” ·

逐步实鹿网上辰示
、

网上洽谈
、

网上交

易
,

实琢贫易醉时和项 目时接
。

中国承

办的本石中国

—
东里博览会充分利用

高科技的优势
,

它将为中国对东里的出

0 贫易产生哪些积极作用 ?

离铁生
:

首先
.

这样一个电子商务

平台有利于解决博览会现场展位有限与

参展商众多的供求矛盾
,

为非现场参展

商提供一次参与首届中国

—
东盟博览

会机会
。

其次
,

电子商务平台 可以为

所有现场参展商和非现场参展商提供一

个综合信息平台 提供丰富的
、

多语种

的
、

个性化的会展信息服务
。

参展商可

以借此向与会的和会外参观者在网上进

行双向交流 介绍商品
,

商谈业务
。

第

三
.

通过建立网上互动展览平台
.

建立

一个永不落幕的
“

网上展览会
‘’ .

把定

期的现场展览与常年的
一

虚拟展览
“

结

合起来
,

延长和增大了展览和交易的时

间与空间
。

第四
,

这样一个电子商务平

台也间接地显示出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水

平 有利于推动信息产业技术和服务的

出 口
。

《中国经 贸》
:

中国

—
东盟博 览

会就要在 11 月初 于 南宁开幕 了
,

11 个国

家都非常重视 博 览会的举行
。

中国方

面
,

吴仪副 总理
、

薄熙来邵长亲 自担任

组委会领导
。

东盟 方 面
,

10 个国 家领 导

人明确表示将 出席首届 博览会
、

很 多国

家也表示将由部长亲率代表团参会 为

什么 11 个国家都如此重视 本届博览会 ?

本届博 览会衬中国

—
东盟 自由 贸易 区

的建设是否有特别的意 义 ?

高铁生
:

中国

—
东盟博览会是一

个 国际性和综合性的博览会
.

它将充分

展示中国同东盟经济发展的成果
.

为贸

易投资
、

经济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和

途径
.

为政府
、

企业
、

学术界提供交流

平台
。

博览会成为中国

—
东盟经济合

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和方式
.

它会 以互利

共赢的实际成果提高双方经济合作的信

味口



心 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 因此

博览会引起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和

东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关注
。

本届博览会几乎与中国东盟
“

10 十

1
“

领导人会议 同步进行 并成为货物

贸易谈判完成后的第一次重大交易盛

事
,

标志着中国东盟贸

易区的建设又迈 出了实

质性的重要一步
。

它将

与今后每年一届的博览

会一起见证 自由贸易区

的茁壮成长
.

成为其耀

眼的年轮
。

《中国经 贸》
:

正

在建设的 中国

—
东盟

自由贸 易区 完全是由发

展 中国 家组成的自由贸

易 区
,

是经济规模仅次

于北美 自由贸 易 区和欧

盟的世界 第三大 自由贸

易 区
。

中国

—
东盟 自

由 贸 易 区 对 中国 的 经

济
、

政 治 都 有哪 些 影

响 ? 时世界经济而言将

发挥哪 些作用?

离铁生
:

建设中国
—

东盟 自由贸

易区首先是 中国与东盟发展双边经济关

系的需要 中国和东盟有 1 8 亿人 口
、

2

万亿美元GO尸
、

1
.

2万亿美元的区内贸易

额
。

自由贸易区建成后 据中国

—
东

盟联合研究小组评估
.

由此带来中国和

东盟的G O尸分别为0
.

3% 和0
.

9%的年增

长
。

中国 向东盟 国家的 出 口 将增加

5 5%达到 10 6亿美元 东盟向中国的出

口也将增加48 % 达到 13 0亿美元
。

从长

期来看 由于 区内资源配置和分工更

加合理
.

投资和贸易会大 t 增加
.

给

中国和东盟各 国带来 更大发展机会和

更多的利益
。

其次
,

中国一一东盟自

由贸易区 的建设会推动整个东亚 区域

经济的多边合 作
。

对亚洲特别是 日本

等国参与东 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
。

第三
,

中国东盟 自由

贸易区的建设 有利于稳定 中国南部周

边环境
,

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

利的外部条件
。

东盟 1 0 国与中国水陆

相连
。

这个广 阔地 区 的和平
、

稳定
.

繁荣
,

对中国保持能源供给
.

实现祖

国统一大业
.

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和推动 两岸 四地经济一体化至关重

要
。

第 四
.

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

位
。

中国一一东盟 自由贸易区 如期建

成将 与欧盟
、

北美 自由贸易区 一起形

成三足 鼎立之势 将大大增加中国和

东盟在世界经济交往 中的发言权
.

扩

大对国际政治竞争上的影响力
。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