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数据



排灌机械第20卷第3期 赵银德；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扩大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战略探讨 ·47·

达到45万台左右的只有几家。全国彩电年生产能

力达2279万台，而实际约生产1100万台，能力有

一半以上闲置。其后果必然是恶性价格竞争的泛

滥。

2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我国机电产品出

口面临的严峻挑战

诚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机

电产品出口市场将迎来一个市场准入度更高的国

际市场，并能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权利。但

是，从市场竞争的真实图景来看，世界贸易组织所

倡导的所谓自由贸易竞争其实是“强者”与“弱者”

问的搏杀，是帕累托平衡点不断向“强者”移动的

过程。据此，处于“弱者”地位的我国机电产品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无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具体

而言，这些挑战来自以下若干方面。

一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我国在人世后

将逐步放开国内市场，逐步降低货物进口关税措

施并减少非关税壁垒。如此我国机电产品将有可

能失去过去在国内市场上所享有的政府支持和保

护，从而间接地削弱了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

二是现阶段我国机电产品“天然”地处于弱者

地位，难以在国际市场与“强者”抗衡。我国扩大机

电产品出口面临结构性制约因素：一方面市场多

元化战略实施受到迟滞。世界机电产品市场除了

发达国家市场相对稳定、规范外，绝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机电产品市场都尚待开发，发展空间和市场

潜力挖掘都有待时日。另一方面，我国高新技术机

电产品出口占整个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由于

缺乏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民族名牌机电产品，

我国机电产业生产规模虽居世界第六，但机电产

品出口落后于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特别

行政区、墨西哥，世界排名仅为第15位。

三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可能完全避免世界

机电产品贸易的冲突和摩擦。经济全球化在把各

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并未消除各国间

的利益冲突，它使得各国的国家层面上和区域层

面上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机电产品贸易方面的

主要贸易摩擦有：(1)各国广泛使用技术性贸易壁

垒，以保护人类健康和消费者安全为理由，对进口

的机电产品设立了更为严格的技术性能标准和机

电产品的品质标准。例如欧盟最早设置针对机电

产品的严格技术性贸易壁垒，cE标志是工业产

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从1 996年1月1日起

欧盟各国海关有权拒绝未贴cE标志的产品人

关。美国则对电子产品进口设置了《控制放射性的

健康与安全法》，对汽车制定《空气净化法》和《防

污染法》，不达标的产品将被拒之门外。日本则制

定了名目繁多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其中许多技术

法规和标准远高于国际标准，不达标就不能进入

日本国内市场；(2)加大了对机电产品反倾销行动

的力度，对大宗机电产品反倾销的使用率明显增

加；(3)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绿色贸易壁

垒，以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能维护生态环境为由，

制定相关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贸易惩罚措施，

例如环境附加税，以限制低质廉价机电产品打进

世界市场。(4)发达国家迫于石油价格波动，汇率

变化及国内劳工组织压力，把机电产品贸易同劳

工标准、社会福利等非贸易壁垒相挂钩，针对发展

中国家机电产品出口设置新的障碍。

3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扩大我国机电产

品出口的战略

3．1 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合理保护机电

产品国内市场

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要求我国在加人世界贸

易组织时立刻全面放开货物贸易市场，我国也不

会承诺取消所有货物进口关税措施。加人世界贸

易组织并不等于放弃对国内工业的保护。西方国

家间的经济强弱替代历史以及竞争战略理论告诫

我们，保护制度是弱势经济得以强大的必然选择。

保护制度及保护措施的制定既要考虑在世界贸易

组织中应承担的基本义务，也要坚持按符合我国

改革、稳定、发展与开放辩证关系的原则。根据我

国机电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弱势竞争力现实，选

择合适的方式加强对机电产品国内市场的保护对

于扩大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具有支撑作用。鉴于我

国机电产业从整体上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

竞争的能力，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定过渡

期内，保留适度的保护措施显得十分必要。从关贸

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的历史看，许多国家在

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国内外市场及产业竞

争环境等的变化，不能全部履行其承诺的义务时，

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也按规定允许其采取

一定措施保护受影响的产业。

3．2实现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高度化

当今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已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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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饱和，且这类产品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我国

资本及技术密集度偏低的机电产品出口结构预示

着我国出口增长模式必须从要素驱动型向投资驱

动型转变，即：在外贸出口发展方向上保持一定规

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大力调整机电

产品出口结构，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

型机电产品出口。当前影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

争力提高的突出问题是：我国机电产业缺乏将比

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不

强，非价格竞争手段薄弱，难以适应新经济时代国

际机电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快的特点。为此，国家应

加大对“科技兴贸”战略的支持力度，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支撑体系建设。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在改

造传统产业中渗透性强、使用范围广的特点，大力

推进具有“双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产业化和国

际化。此外．大型机电产品生产企业要逐步推行随

着产品出口而在发达国家销售市场建立起海外产

品研究开发中心的制度，以便跟踪国际先进技术，

创立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著名机电产品

品牌，以提高国家整体机电产品竞争实力。

3．3机电产品出口应实施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的

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产业优化与结构

升级加快我国出口机电产品结构调整的同时，应

实施贸易与投资相结合的开拓性战略，把国内生

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优势产业向发展水平较低的国

家进行梯度转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配置的有利

契机，增强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通过

国际投资带动相关机电产品的出口。我国与许多

发展中国家之间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许多发展

中国家所需要的机电技术设备，正是我国具有一

定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家电、摩托车、拖拉机、工

程机械、移动通讯设备、机床、港口集装箱设备、电

站发电及输变电设备等。而这些国家的能源、原材

料等资源与广阔的市场也正是我国实施机电产业

开拓发展战略的前提。这样，我国机电企业可以选

择在适当的目标市场国家设厂或带料加工，就地

组装生产技术适用型机电产品，在市场覆盖面广、

产品辐射能力强的交通枢纽国家也可建立机电产

品海外分拨中心，进行转口贸易，从而实现出口市

场多元化。为此，宏观上，国家对在国外投资并带

动国内相关产业扩大出口的企业，对出口市场开

拓型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应加大支持力度，简化审

批手续，实行金融、财政政策上的倾斜。

3．4制定关于“新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

随着全球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生态环保形势的

严峻，各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限制进口纷纷

祭起“新贸易壁垒”大旗，设置名目繁多的绿色贸

易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些壁垒也成了我国

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现实障碍。环境问题与贸易

措施挂钩，形成了绿色关税、绿色市场准人、环境

贸易制裁等一系列针对机电产品贸易的绿色贸易

壁垒。世界贸易组织于1 995年专门成立了贸易和

环境委员会，其职责是探讨制定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借此，发达国家以保护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名义，先行制订

了一系列苛刻的环境标准。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则

主要是通过制定本国技术标准和法规、产品质量

认证制度和合作评定程序，来限制其它国家不一

致的产品进入，采用隐蔽的更难以对付的非关税

壁垒达到影响自由贸易的目的。因此，我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后，不能不对机电产品扩大出口中会

遇到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作好

应对措施。

从绿色贸易壁垒应对措施看，应施行环境成

本内在化的考核，完善绿色会计与绿色审计体系；

加快推广普及Iso 14000认证及清洁生产技术性

达标工作；开展绿色包装及绿色营销，把国际绿色

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看，我国政府

应加快各项基础性工作建设，建立一整套与国际

接轨的机电技术性标准、法规及相关权威认证评

定机构。具体而言，应尽快成立由技监部门为主的

相关行业和各级地方政府参与的技术性贸易资质

合格评定组织，实现国内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在认

证制度、认可制度、检验制度方面与国际标准的接

轨；完善关于出口机电产品技术标准、质检、包装

等方面的法律文件，并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

为我国机电产品提供国际社会认可的我国权威技

术标准的法律依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

壁垒协议》的要求，提高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

程序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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