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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

新发展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罗希飞[1] 牟 晶[2] 张 亮[3]

（[1][3]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0）

摘 要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得到了快速

发展，也呈现出很多新特点。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因

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又要勇敢迎接挑战，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战略选

择，促进本国国际贸易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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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在空间范围上的发展和扩大。现代经济

学家 T ·莱维最早于 1985 年提出“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

zation）这一概念，用以形容此前 20年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即商品、

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当前被国际学术界较普遍接受的经济全球化定义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1997 年提出的:“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

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

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

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

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

制约的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国际贸易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得到快速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贸易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都融于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框架之

中，贸易数量和总额不断增长。从图一可以看出，在 2002 年—2005 年

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4.25％，货物贸易出口平均增长率为

13.55%，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长率为 12.15%，国际贸易（货物贸易和服

务贸易）的出口增长率显著超过世界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在世界总

产出中的比重已经从 1990 年的 20%上升到 2005 年的 33%以上。据

OECD 统计，2005 年上半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增速均超过 10%，

发展中大国的进出口贸易更是令人瞩目，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

国贸易额增速均超过 20%。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WTO《2005 年全球贸易报告》2006 年 4 月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在：1.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分工

与专业化生产。各国通过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能够更有效地参

与国际分工，从而促进贸易增长和改善贸易结构。2.加速了要素流动。

各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利于减少贸易壁垒和摩擦，带动了资本、

商品以及服务等要素的充分流动。3.极大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

发展和全球扩张。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化，跨国公司自身管理模式、全球战

略的调整，以及金融资本在国际贸易领域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际贸

易结构、贸易方式和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都出现了新特点。

1.国际贸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蓬勃发展。

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国际贸易结

构发生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物贸易中工业制成品贸易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农产品和初

级产品贸易比重持续下降。据WTO于 2006 年 4 月 11 日公布的《2005

年世界贸易统计报告》，2005 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增长 13％，首次超过

10 万亿大关，高达 10.12 万亿美元，贸易量增长 6％。（见表一）

二是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增长速度总体上快于货物贸易增长速度。

据WTO公布的《2005 年世界贸易统计报告》，2005 年世界服务贸易额

2.4 万亿美元，增长 11％，占世界贸易的的 19.3％。运输、旅游和商业

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快，增速在 10％～ 20％之间。

表一 2005 年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情况 （单位：10 亿美元，％）

项目 金额
变化率

2000 － 2005 2003 2004 2005

货物贸易 10120 10 17 21 13

服务贸易 2415 10 15 19 11

资料来源：WTO《2005 年全球贸易报告》2006 年 4 月

2．投资与贸易的互动性增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通

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两者互动性显著增强。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张，公司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等新的贸易形式

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公司内贸易使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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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交易成本，有效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

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基于同一技术系统的水平型分工交换，或者是市

场标准创新引起的产品差异化交换。目前产业内贸易已经占世界货

物贸易的 60%以上。

3.区域内贸易不断发展，加深了世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以双边

和多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

一体化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区域内贸易现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50%，

其中欧盟相互间的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 70%，北美自由贸易区为

40%，而亚洲区域内贸易仅占 20%。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集中度

的提高，导致了世界贸易发展的更加不平衡。

4.贸易自由化成为主流，贸易保护出现新形式。贸易自由化促进

了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已成为当今各国贸

易政策的主流。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贸

易保护主义的相互交织和斗争。传统的关税壁垒、行政保护措施在多

边贸易体制中被削弱，目前的保护手段更加隐蔽，滥用反倾销、反补贴

等贸易救济措施，制定歧视性的技术贸易壁垒是最为典型的表现。

5.多边贸易体制在曲折中发展。世贸组织在推动成员国相互开放

市场，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解

决各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总体上有

利于全球贸易的稳定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也经历了许多困

难和曲折。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各成员之

间的利益矛盾，2006 年 7 月 24 日各方为打破多哈回合谈判僵局而进

行的最后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持续近 5 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

被迫进入“休眠期”。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

1.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产品、服务以及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实现较

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将有

利于从外部获得短缺要素，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2.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近 10 年

来，世界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2005 年

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额为 3.4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占世界贸

易比重 34％，分别高出北美、欧盟和日本 12、14 和 17 个百分点。

3.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

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在若干产

业中形成较大规模和较低成本的制造能力，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

能力。

4.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2003

年发展中国家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 9%，共计达 1720 亿美

元，但分布不均，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1070 亿美元，其中中国为 530

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吸引外资规

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

5. 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投创造了外部环境和条件，

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长迅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

表的《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2003 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

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维持在 7%左右，2003 年，发展中国

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为 8590 亿美元，约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

存量的 10%。

（二）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挑战

1.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亟须转变。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出口的

层次较低，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出口商品所占的比重不高，货物

出口的大多数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服务贸易出口明显低于世界

水平。由于缺乏科技创新意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

不足。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在国际分

工体系中，处于外围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容易接受发达国家高层

次产业的垂直分工。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从属性，

从而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3.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凸

现。金融全球化加快了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大量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

家，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但如果在金融体制不

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

管制，会对其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4.贸易摩擦持续增加，贸易壁垒形式不断翻新。发达国家单边主

义盛行，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部分产品

比较优势趋同、产业结构类似，产品可替代性强，在争夺国际市场份额

的竞争中，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以我国为例，1979

－ 2005 年上半年，我国已遭遇了 735 起涉及“两反一保”（反倾销、反

补贴和特殊保护）的各类贸易摩擦，牵涉到 4000 多种商品。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之策

发展中国家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形势要求，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增强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研究制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政策措施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努力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主动。

（一）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发展服务贸易，全面参与国际贸易

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并提高本国的商品出口竞

争力，增强贸易创造价值的功能。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动向，

寻找能发挥本国劳动力优势、资源特点和民族传统特色的切人口，利

用国际市场来实现和增加本国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口贸易，从只重视出口向进出口

并重转变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

益。要在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

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

（三）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不断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更好地

把引进外资同提升本国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企业发展结合起来。

（四）积极参与区域化和集团化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前，首先着眼于参与地区经济一

体化组织是较为实际、稳妥的做法。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到目前为止

还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因而具备包括利益分配在内的明确的游戏规

则，有较完善的监督和协调机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能得到相对

较好的保证。

（五）继续推进并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是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国

际贸易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加快体制改革，健全防范风险体系和摩

擦应对机制，规范金融市场，特别是对货币市场加强规范，减少金融风

险，切实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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