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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牵动作用分析

张玉 明， 聂艳 华

(渤海大学商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摘 要:对对外贾易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牵动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辽宁贾易开放度对GDP的直

接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即进、出口与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有较大的牵

动作用;该结论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经济起飞阶段制定正确的对外贫易策略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丰富了对外

贾易理论关于对外贫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的实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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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reign trade's impellent function for revitalizing

old industrial base in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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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oreign trade's impellent function has been analyzed for revitalizing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Liao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rect impellent function of the degree of intertrade

opening on GDP of Liaoning is comparatively obvious at present, whi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mport or the expor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old industrial base in Liaoning, and there is

greater promoting function on revitalizing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Liaoning.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higher reference value of making correct strategy for foreign trade at the stage of economic take-off for

revitalizing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Liaoning.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enriched the foreign trade theory

of the cases about the analyses of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eign trad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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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2004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策

已经过去两年多，在这两年中，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经济

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增长率创历史最好水平。对

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对外贸易分析，为丰富对外贸易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增加实证的范例，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

基地振兴的经济增长的牵动机理、特点，以便更好的制

定对外贸易策略，发挥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

兴的牵动作用，早日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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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腾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中

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这些考察

主要是从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发。对贸易开

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经济理论界有较为一致

的观点，即贸易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认为，发

展中国家能够通过贸易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知

识存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要高于发达国

家。但对于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过程与

内在机理关系，不同的学派和学者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

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资本形成

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以Romer (1986) , Lu-

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

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

经济增长。Barro和Sala (1995)认为，开放国家有更

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Grpssman和

Helpman(1991)运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发现贸易的开展促进了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

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经

济增长。克鲁格(1978)认为，贸易开放迫使一国政府

实施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

还有学者从竟争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认为贸易开放使来自国外的竞争加强，世界市场

的竞争，提高了生产率的增长，因而成为一国经济增长

的一个源泉。这些结论是否与中国二十几年改革开放

的过程和经验相一致，是否能够成为我国制定经贸政

策的理论依据，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从国内来看，

近年来理论界对我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

究主要有下列成果和观点:施晓苏(2001)认为，我国目

前的贸易开放水平不高，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增长之间

应保持较小的相关性。徐康宁、邵军和李大升(2002)
对江苏省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作了研究，

结果表明江苏的外贸依存度对GDP增长起到了重要

作用，而且出口依存度对GDP的影响更显著。江苏是

外贸大省，因此这项研究结果缺乏普遍性。包群、许和

连和赖明勇(2003)应用冲击反应模型测算了投资、劳

动力、人力资本及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

作用，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人的增加，

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显著。本文利用辽宁

1995-2005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通过探讨外贸依存度

与GDP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就辽宁贸易开放度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经济

起飞阶段的贸易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

二、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基

    地振兴的牵动作用分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对对

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才能很好的揭示

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推动机理，从而对

对外贸易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认

识。

    按照通常的研究方法，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长来表示经济增长。我们知道，对外贸易

的依存度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对国际贸

易的依赖程度的指标，它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

占GDP的比例。如果将对外贸易分解为进口贸易和

出口贸易，相应有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这样分解

有利于分析辽宁省目前的对外贸易状况。

    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率又可分为进出口额、出

口和进口对GDP的贡献率三种，分别指各变量的增量

与GDP增量的比值，国内文献有时也将净出口增量之

比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则指GDP的增

长中有多少是由对外贸易贡献的，以及贡献率与GDP

增长率之间的乘积。

    表1是根据有关数据算出的辽宁省经济增长的对

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

拉动度。

    从表1可以看出:

    1. 1995̂-2005年间，辽宁GDP的外贸依存度相

当大，进出口依存度平均达33. 27%，出口及进口的依

存度亦分别达到20.36%和12.91%的均值。可见，辽

宁正逐步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省份;同时，辽宁GDP增

长对进口的依存度呈现逐步上升态势，2005年较1995
年高出10.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推动辽宁经

济发展和振兴的重要动力之一。

    2.净出口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大，波动

性较大;而进出口总额对辽宁经济增长则有较大的贡

献率;这与辽宁对外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

例有关，以2005年为例，2005年辽宁省加工贸易出口

117.8亿美元，增长23. 8 0 o，占全省对外贸易比重

50.3%o。净出口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5年较

2004年有较大增长，故2005年净出口对辽宁经济增

长的拉动度也有较大提升，但进出口总额对辽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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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江宁省1995-2005年外贸依存度、贡献率和拉动度

年度
辽宁GDP

增长率YO
外贸依存度 外贸贡献率 外贸拉动度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净出口(%) 进出口(%) 净出口(%) 进出口(%)

1995 11.9 32.7 24.6 8.1 37.4 32.4 4.45 3.86

1996 11.5 29.5 21.9 7.6 一2.3 5.9 一0.26 0.68

1997 11.9 30.0 20.6 9.4 一11.9 33.4 一1.42 3.97

1998 7.7 26.5 17.2 9.3 一40.5 一6.1 一3.12 一0.47

1999 7.0 27.3 16.3 11.0 一19.7 28.3 一1.38 1.98

2000 10.6 33.7 19.2 14.5 0.2 88.0 0.02 9.33

2001 7.2 32.8 18.3 14.5 一8.4 20.2 一0.60 1.45

2002 7.8 32.9 18.7 14.2 13.4 35.5 1.05 2.77

2003 9. 1 36.7 20.2 16.5 一4.6 73.4 一0.42 6.68

2004 12.7 41.5 22.8 18.7 6.7 75.0 0.85 9.53

2005 12.3 42.4 24.2 18.2 18.1 48.0 2.23 5.90

资料来源:根据1995-2005年辽宁统计年鉴中的GDP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进口额和出口额计算。

增长则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

    3.由于辽宁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外贸依存度，

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1998年辽宁经济缺乏外贸拉动

力，因而导致增值率锐减，该年辽宁GDP的增长率只

有7%，为我们统计11年来的最低，这说明辽宁GDP

增长对进、出口的较高依赖性。而2000年是“九五”最

后一年，“九五”前四年辽宁省外贸出口一直在80亿美

元左右，2000年外贸出口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全年外

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190.2亿美元，同比增长38.5%,

增幅高于全国7个百分点。200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3.7%，外贸出口拉动全

省经济增长2. 5个百分点。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以及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策略后，辽宁省又获得了难得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

机遇，从表一可以看出，无论是外贸贡献率还是外贸拉

动度均稳步增加，与辽宁GDP增长呈协同上升趋势。

可见，对外贸易对辽宁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

大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进、出口对辽宁老工业振兴的促

进作用，我们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对进出口、进口、出

口总额与辽宁GDP总额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做

一些定量分析。分别建立以下简单线性方程模型:

    Y=9+aZ                            (1)

    Y=9十aM (2)

    D=9十aX                           (3)

    在以上三式中，Y代表GDP, X代表出口，M代表

进口，a为待估参数，9为常数项，在研究出口总额与

GDP关系时，由于出口总额是GDP的一部分，两者之

间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自相关性，根据我国学者李

荣林和张岩贵的研究[51，为了消除自相关性，可考虑检

验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产出D二Y-X，其中D

表示非出口部门的产出。我们用SPSS分别对进出口Z

与GDP、进口M与GDP和出口X与非出口部门产出

D作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

    从回归结果来看:

    <1)进出口总额与GDP

    Y与Z之间的相关系数R = 0. 992，可见，辽宁的

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总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

F检验值看，回归方程是显著的;从RZ的值来看，回归

方程的拟合优度也很好。从而，得到回归方程为Y=

1 653. 777 -}-1. 91Z。因此，对外贸易总额每增加一亿

元，就可以有1.98亿元的GDP的增长，这说明对外贸

易对辽宁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进口总额与GDP

    Y与M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二0.993，可见，辽宁

的进口贸易总额与GDP总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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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检验值看，回归的方程是显著的;从R2的值来看，回

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也很好。由此，得出回归方程为Y=

2228. 094+ 3. 852M。因此，进口总额的边际产出为3.

715，亦即每增加 1亿元的进口额，可使 GDP增加

3. 715亿元，这说明只增加进口额时，会使GDP的增长

更快，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

市场让给其他国。

裹2  GDP与进出、口回归分析结果

相关变盘 待估参数 估计值 T一检验 R Rz F一检验

  GDP : Y

进出口:Z

变最:9 1653. 777 7.206
0.982 0.964 240. 139

系数:a 1.910 15.496

GDP : Y

进口:M

变量:9 2228. 094 18.226
0.993 0.986 624.157

系数:a 3.852 24.983

非出口部门产

出:D

出口:X

变量:9 1190. 390 2.874

0.919 0.844 48.570

系数:a 2.678 6.969

      (3)出口总额与GDP

    D与X之间的相关系数R = 0. 919，可见，辽宁的

出口贸易总额与GDP总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

得出回归方程D=g+aX是显著的，而且回归方程的

拟合度也很好。根据表二可得出回归方程:D = 1190.

390+2. 678X。因此，出口总额的边际产出为3. 108，这

说明每有1亿元的出口额增加，会相应增加3.108亿

元的非出口部门的产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辽宁经济具有明显的外

向型特征。外贸进出口对辽宁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从单个要素的边际产量看，进口的边际产量高

于出口的边际产量;相对而言，进口对辽宁经济增长具

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下的

    对外贸易政策建议

    1.必须坚持外贸协调发展的思路

    实现全省外贸的协调发展，是加快辽宁经济发展

和振兴老工业基地必须考虑的问题。当前，辽宁省外

贸发展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市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

拉大。从出口看，沈阳出口占全省9. 5 %，大连占56.

7%，扣除省直外，12个市只占21.3%;出现出口贸易

集聚现象，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骨干企业集聚

在大连和沈阳。虽然集聚促进了辽宁省对外贸易的增

长，但从长远来看，要保持辽宁省经济长期增长，就必

须坚持外贸协调发展的策略。以大连、沈阳为两极，促

进和带动其他12市对外贸易由初级品、低附加值产品

的出口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品出口转变，平衡14

市产业集聚方向，促进全省贸易协调发展。

    2.积极做好先进技术的进口

    因为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GDP

的间接的内在的拉动上，以新技术促进新结构，带来新

增长。通过大力引进和分享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创新成

果，加快辽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通过学习外

国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缩小辽宁与发达国家、地区的技

术差距，加速辽宁技术进步，实现辽宁经济的集约化增

长。

    提高辽宁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技术

含量不高，造成出口增长率与辽宁经济增长率没有较

高的相关性，出口应有拉动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

因此辽宁必须全面推动出口产业的创新，使辽宁出口

产品向高科技、高资本含量的方向跨越，只有这样，辽

宁的出口贸易才能真正发挥对辽宁国民经济增长的发

动机作用。

    3.充分发掘和依托港口优势.发展对外贸易

    为了加大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出口，抢占东北亚

航运中心的鳌头，国家在东北振兴的《意见》中已决定

把大连港建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航运业在辽宁振

兴和对外贸易中起着“主通道”作用，建设大连东北亚

国际航运中心，不仅辽宁港口的总体规划，而且各港口

的具体功能定位必须清晰，只有加强合作优势互补，才

能早日建成以大连港为龙头，以营口、锦州及丹东港为

两翼的航运中心港口群。抓住中心建设与辽宁振兴的

结合点，立足大连作为环黄渤海、东北和东北亚三个经

济圈的核心点，培育与国际航运中心关联密切的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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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辽宁老工业基地新兴产业的增长点。

    4.借鉴美国模式

    总结200多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成功发展经

验，世界性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赶超相对先进国家的

发展道路，主要有三种模式:美国靠工业和技术从而成

为最发达的国家;亚洲的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靠发展外

向型经济迅速腾飞;而中东石油国家主要靠出口资源

短期致富。综合考察，美国模式最具竞争力，中国也应

该走这条路。根据目前的实际状况，虽然整个中国的

工业化水平还很低，相对而言，辽宁的工业化程度较

高，辽宁具有重大装备制造生产能力，只要辽宁的装备

制造业技术水平得到质的提高，辽宁的发展空间很大。

经济起飞阶段的辽宁正处在工业生产结构性转变时

期，应当使制造业产品的大部分开始用于出口，从而早

日实现“半工业化”或“新兴工业化”。

    5.高度重视外贸安全问题

    外贸依存度即可以反映一国经济的开发程度，又

可用于衡量一国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因此，

受世界经济影响的风险程度也在加大。中国加人

WTO已三年多，已经进人后过渡期，后过渡期对辽宁

是个考验。在巨大的外来竞争面前，产业安全被提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辽宁的地产品遭遇的非贸易壁

垒的形势会更加复杂。从以往来看，钥铁、镁制品、钢

材、虾、家具、纺织品和轴承等产品遭遇过反倾销。而

在这些商品配额取消的后过渡期里，这种贸易摩擦会

更多。所以，提高企业对“贸易摩擦多发期”的认识是

十分必要的。作为外经贸部门要认真研究和建立反倾

销预警信息渠道，在全省贸易运行预警检测和前瞻性

上下功夫，利用ERP理论深化开发统计数据，使统计

数据的运用更加及时、深人和多元。同时要建立企业

通过点对点联系，对重点企业和主要商品进行跟踪分

析。在统计分析基础上，运用现有预测理论，对全省出

口做出较准确、较科学的预测，构筑辽宁省反倾销的预

警机制。

    总之，对外贸易是一国、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

和起点，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对外贸易不仅

有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提高劳动效率，节约社会劳

动，增加社会财富;也有助于引人竞争机制，引进国外

先进的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培育和形成后发优

势，实现区域比较优势的再造。因此，在实施辽宁老工

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辽宁应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对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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