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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

浙江出口战略转型升级
及对拉美市场的开拓
———基于产品空间的视角

唐 俊
( 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产品空间理论是近年来出现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的新方法。利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计算得

出 2007 年至今浙江出口产品对国际市场的显性比较优势呈整体下降的趋势，浙江出口产品空间的聚集度不

高，关联性较为疏松的结论。而在对拉美市场的出口上，浙江产品具有较强的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空间的集

中度较高。因此，浙江出口战略升级的重心应放在基于产品结构理论的出口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着

力开发拉美市场等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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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我国外贸大省，对外出口对于保增长、促民生

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发

展停滞，导致在 2009 年度订单数量下降，出口一度受挫，

但从 2010 年开始，浙江出口开始大幅回升，并保持持续

增长的良好势头，反映出浙江外贸产业的深厚底蕴与勃

勃生机。

鉴于浙江传统的出口市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

提振乏力以及世界经济走势仍然扑朔迷离，浙江产业结

构升级的任务十分紧迫。2009 年，浙江省政府提出要加

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在优化出口主体、优化出口市场、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贸易方式的“四个优化”上下工

夫。在努力稳定传统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资金安排，

组织企业参加境外展览会、对接会等措施大力支持企业

开拓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其中，拉美市场成为近年来

浙江对外出口的一大亮点。

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浙江出口重振旗鼓，持

续增长意味着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仍然强劲，外

贸战略和产业结构升级似乎“杞人忧天”，而且升级的方

向、方式和方法该如何抉择，也无法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

论中寻求到合理的答案。本文跳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

窠臼，运用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

的产品空间理论分析框架，揭示浙江出口持续繁荣表象

下隐藏的忧患，探索浙江出口战略转型升级的方向，并探

讨开拓拉美这一新兴市场等问题。

一、分析框架: 产品空间理论

一直以来，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分

析框架，它包含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前者由

李嘉图开创，经 Graham( 1923) 、Taussig( 1927) 和 Haberler

( 1937) 、Dornbusch、Fischer 和 Samuelson ( D － F － S，

1977) 、Eatom － Korton( E － K，2002 ) 等学者的不断发展，

对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问题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适用

性; 后者由 Heckscher( 1919 ) 、Ohlin( 1933 ) ( H － O 模型)

提出，经 Vanek( 1968) 等学者扩展成 H － O － V 模型。对

于出口市场，国际贸易理论一般解释为一国在其要素禀

赋的前提下，选取其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对象国，则

可以保持源源不断的出口动力，由此形成了当前国际贸

易格局。

近年来，面对世界国际贸易格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新变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显

得解释乏力，如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问题。美国学者豪

斯曼、罗德里克等人的研究发现，1992—2003 年间，中国

的出口商品同时包含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

果以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那么中国同时具有劳

动力资源禀赋和资本、技术禀赋，这种解释难以让人信

服，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外贸增长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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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有其他因素。此外，传统的比

较优势理论也无法对许多国家顺利从劳动密集型出口顺

利过渡到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的出口模式进行解释。

Hausmann 和 Klinger( 2006) 等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动

态演化观点，认为一国产品之间存在着紧密或者疏散的

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一个“产品空间”，决定了该国出口

的显性比较优势，而且也决定了该国产业结构和外贸战

略升级的实现。豪斯曼和罗德里克等人把这种升级形象

地比喻成生活在一片森林中的猴子从相对贫瘠的森林

“跳跃”到一个相对富饶的森林中的过程。换言之，无论

是出口增长，还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决定因素都是一国

“产品空间”的内在逻辑。该理论将传统国际贸易中静

态的比较优势动态化，能够充分解释一国出口产品结构

的演化，赋予比较优势理论新的活力，从而受到越来越多

的学者的认可和推崇，被称为“产品空间理论”( Product

Space) 。

在 Hausmann 和 Klinger( 2006) 等人的产品空间理论

中，核心概念有三个。

( 一) 显性比较优势

显性比较优势( Ｒevealed Compartive Advantage Index，

即 ＲCA 指数) 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 Balassa

Bela) 1965 年提出的用来反映一个国家( 地区) 某一产业

贸易的比较优势。它通过计算一国某种产品出口额在该

国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与该种产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在世

界全部出口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用以判断该国产品

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指标。由于较好地剔除了国家总

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

家某一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因

此现在被广泛采用。其计算公式是:

ＲCAc，i =

x( c，i)
∑i x( c，i)
∑cx( c，i)
∑c，i x( c，i)

( 1)

其中，i 代表某类产品，c 代表国家。

以 ＲCA 来判断一国某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时，通常

设置为如下几个档次。

ＲCA 值 产品竞争力情况

≥2. 5 竞争力强

1. 25 ～ 2. 5 之间 竞争力较强

0. 8 ～ 1. 25 之间 竞争力一般

＜ 0. 8 竞争力弱

( 二) 相似性( Proximity) 和集中度( Centrality)

通过计算 ＲCA，Hausmann 等人发现一国生产的产品

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依存关系，即在一种产品的情况下，

可以生产另一种产品的可能性。Hausmann 将其形象地

比喻成生产火腿肠的肉制品企业很有可能拥有生产午餐

肉的能力。他认为，一国产品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不同

产品之间的内部联系也不尽相同，如果两种产品的生产

需要的基础设施、物质要素、技术、制度等要素的组合相

似，那么他们的内部联系很可能非常紧密，反之则是疏散

的内部联系。由此也可以推断，两种产品的相似度越高，

那么彼此之间的生产转化也越容易。

Hausmann 等人利用 ＲCA 来定 义 产 品 之 间 的 相 似

性，其计算公式为:

φi，j，t = min{ P( xi，t xj，t ) ，P( xj，t xi，t ) } ( 2)

其中，P( xi xj ) 表示生产 j 产品的前提下，也能生产 i

产品的概率。同理，P( xj，t xi，t ) } 表示生产 i 产品的前提

下，也能生产 j 产品的概率。为了使一种产品在与另一

种产品相似度计算时更加的合理以及相似度矩阵对称

化，在两种概率中我们取最小值来计算相似度。

对于任何一国 C，如果 ＲCAi，c，t ＞ 1，那么 xi，c，t = 1，其

他情况下，xi，c，t = 0。

理论上，如果一国的产业聚集度高，内部联系紧密的

产品越多，那么计算出来的产品相似性就会呈现出收敛

的状态，Hausmann 将这种产品( 产业) 聚集状态称为集中

度，其计算公式为:

centralityi，t =
∑
j
φi，j，t

J ( 3)

( 三) 产品空间

Hausmann 等学 者 利 用 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数 据 库 的

SITC4 位码数据，通过对各国产品 ＲCA、相似性和集中度

的计算后发现，在一国范围内，相似性高的产品会形成一

个集群，这些若干个集群之间的距离或近或远，最后形成

一定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之为“产品空间”，用矩

阵可以表示为:

Δ =

0 Da，b Da，c … Da，n

0 Db，c  

  

 Dn －1，n















0

( 4)

在产品空间中，由于同一时期内生产同品种单位产

品的生产要素是特定的，因此，各种产品之间的距离是恒

定的。如果假定生产要素是连续的，那么在产品空间中，

相似度越高的产品之间的距离会越接近，形成一定的聚

集状态，反之则会保持疏远的状态，这样产品空间的分布

具有异质性，是不均匀的。越是精细化的产品都位于一

个紧密联系的中心领域，而较为简单的产品则位于相对

疏松的外围。

二、浙江省出口现状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浙江外贸的影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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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2009 年出口相对于 2008 年出现了大幅下挫，降幅

达到 13. 79%，这也反映了浙江省出口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性较强。从 2009 年第四季度开始，浙江省出口开始反

弹，2010 年不但相对于 2009 年有了大幅增长，也高于国

际金融危机前的最好水平。2011 年至今，浙江出口均保

持稳定增长。如果单从出口增长实绩来看，浙江似乎已

经平稳度过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对外贸易形势较好( 如

图 1) 。

图 1 2007—2013 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 单位: 万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浙江省商务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 一) 浙江省出口显性比较优势

浙江省主要出口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高新技术产品

和农副产品。2009 年之前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的

出口额占浙江出口总额的 80% 左右。2009 年以后，高新

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加大，2013 年，文化产品的出

口开始崭露头角，占当年浙江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 1%，

这得益于浙江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图 2 2007—2013 年浙江省出口商品

种类构成( 单位: 万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浙江省商务统计年鉴数据绘制

计算浙江主要出口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及其变化趋

势( 如图 3 所示) 。除了农副产品之外，浙江省主要出口

的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高新产品等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

一定的竞争力，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和国际

贸易不景气的背景下，浙江外贸能够率先突围的根本动

力所在。

在具备竞争力的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 ＲCA 一路

走高，说明浙江省努力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而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两类产品的 ＲCA 持续下

降，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仍未能完全

散去，欧美等传统市场规模萎缩，消费不振，机电产品和

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受挫，加上印度、印尼、墨西哥等国加

入到机电、纺织服装的国际竞争中，使得浙江省原有的竞

争优势逐步丧失。

图 3 2007—2013 年浙江出口商品 ＲCA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浙江省商务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 二) 浙江省出口的产品空间

根据 2007—2013 年浙江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数据，

计算出浙江出口产品密度，绘制出 2007—2013 年浙江出

口的产品空间( 如图 2) 。可以发现，浙江出口产业多集

中在竞争力较强的区间( ＲCA 在 0. 8 ～ 2. 5 之间) ，且机

电类、纺织服装类与高新技术类产品有较多的重叠或者

接近，说明机电类、纺织服装类进行技术升级，增加产品

附加值有较好的基础，而初级产品距离高科技化道路还

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除机电和纺织服装类产品的集中度比较高之

外，其他类别产品的产业内的聚集度较低，产品之间的关

联性较为疏松，这主要是因为浙江省主要出口的还是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厂商以中小企业为主，彼此之间存在

着较强的竞争关系，虽然以区域为单位形成产业集群，但

是内部存在“各自为战”的局面，产业协同性不高。需要

政府从全省外贸的大局出发进行政策调控，指导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

图 4 2007—2013 年浙江省出口产品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浙江省商务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三、浙江省开拓拉美市场情况

浙江省的出口市场中，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位列前

三位。浙江对这三个地区的出口额占浙江对外出口总额

的 80%以上。而这三个地区恰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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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2009 年金融危机“震荡年”中，浙江的出口额整体下

挫。从 2009 年至今，亚洲市场和北美市场在恢复中得到

进一步增长，其中亚洲市场增幅最快，而欧洲市场在 2012

年又经历了一次负增长，可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消极

影响还未消除。到 2013 年底，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占

浙江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4. 1%、27. 4% 和 18. 4%，

这三大主要出口市场所占比重已经低于 80% 以下，拉美

市场的份额继续上升，达到 9. 7%。

图 5 2007—2013 年浙江出口市场变化情况

( 单位: 万美元)

( 一) 浙江省对拉美出口情况

长期以来，由于浙江省与拉美之间的地理距离遥远、

心理差距较大，加之欧、美、日等传统市场“光环”的遮蔽

之下，拉美市场没有引起浙江的重视和兴趣。2001 年，

浙江对拉美的贸易总量仅为 15. 31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为 13. 1 亿美元。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浙江认

识到拉美市场的重要性，双边贸 易 额 直 线 上 升。2008

年，浙江对拉美的出口突破 100 亿美元，2011 年突破 200

亿美元，2013 年达到 241 亿美元。

图 6 2001—2013 年间浙江对拉美进出口情况

( 单位: 万美元)

浙江对拉美的出口基本已覆盖到拉美地区的全部国

家和地区，其中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和智利等经济实力

较强的国家是主要的出口地区。浙江与巴西的进出口额

占到中国与巴西贸易额的 10%。2013 年底，浙江对巴西

的出口额达到了 69. 4 亿美元，占中国对巴西出口总额的

比重达到 18. 6%，在浙江对外出口市场中紧跟美国、日

本、德国、俄罗斯、英国和印度之后，长期保持第七的位

置。墨西哥是浙江出口拉美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地区，

2013 年，浙江对墨西哥的出口额达 39. 8 亿美元，占中国

对墨西哥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名列浙江对外出口 30

个主要市场之列。

( 二) 在 拉 美 市 场 浙 江 出 口 商 品 的 显 性 比 较 优 势

分析

据统计，浙江对拉美出口的商品类别超过百余种。

2012 年底，约有 25 种商品的出口额超过 1 亿美元，65 种

商品出口价值超过 1000 万美元。其中排在前列的有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服装及衣着附件、成品油、船舶、汽

车零件、鞋类、家具及其零件等产品。

根据《浙江商务年鉴》、中国海关以及联合国贸发组

织数据库的历年相关数据，以联合国 SITC 四位码为基础

结合中国统计习惯，计算出浙江主要出口到拉美市场的

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在浙江对拉美出口的商品大类

中，除农副产品竞争力较弱之外，机电产品、纺织服装产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商品种类都具有较好的竞争力。

浙江机电类产品在拉美市场的显性比较优势一路攀

升，这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浙江机电产品质量不断提

高，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而且成本控制得很好，可谓物

美价廉，深受拉美地区消费者欢迎。同时，近年来浙江省

政府通过在拉美地区举办各类展会等形式，加快了机电

产品“走进”拉美市场的步伐。

纺织服装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在经过 2008 年左右

的短暂下挫后，在 2009 年之后年间迅速攀升，成为浙江

在拉美市场最有竞争力的商品种类。这主要是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以后，欧美等传统市场的需求量进一步萎缩，浙

江纺织服装厂商纷纷把目标市场转向了拉美市场，加上

已经在拉美市场经营多年的“温州商品城”等海外营销

网络的有效衔接，使得浙江对拉美地区的纺织服装出口

大增。

高新技术产品是浙江近年来对拉美出口的一大亮

点。拉美地区的科技水平相比欧美还有一定差距，因此，

浙江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拉美市场有较高的显性比较优

势。不过 2010 年以来，欧美对拉美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有所恢复，拉美本身也加大了科研投入，使得浙江的高新

技术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还保持着

一定的竞争优势。

由于拉美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因此，浙江

对拉美出口的农副产品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出口量也比

较小。

四、对浙江出口战略转型升级的建议

( 一)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产品空间理论首先强调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演化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似性高的产品不断聚集，并与其

他异质性的产品拉开距离，凝结成一国独有的产品空间，

这一空间结构最终决定了一国的出口能力。因此，外贸

政策的关键不是出口多少，而是出口什么。在产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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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7—2013 年浙江出口到拉美商品的 ＲCA
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某些产品具有的比较优势也会逐渐

降低，甚至消失。这不但能解释在国际贸易中许多国家

的出口优势逐渐丧失，从贸易顺差国沦为贸易逆差国的

根本原因，也提醒所有国家对于现有优势不能沾沾自喜，

外贸政策不能固步自封。

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是浙江省长期保持出口增

长，尤其是顺利度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但近年

来浙江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也在发生着变化，如高新技

术产品比较优势逐渐提高，纺织服装产品的显性比较优

势正在降低，机电产品虽然在全球市场上的显性比较优

势呈下降趋势，但在拉美等新兴市场的竞争力反而有所

增强。在这些大类产品下，具体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各不

相同。因此，在整体出口形势向好的背景下，浙江省应该

居安思危，清醒认识到出口结构的内在问题，根据显性比

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应重点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组合，加快

培育和发展文化产品等新的出口增长点，推动机电产品

向拉美等新兴市场转移，对于像纺织服装等比较优势逐

渐衰落，竞争力已成强弩之末的产品，应该引导厂家减产

或转产。

( 二)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产品空间理论揭示了相似性产品之间的生产转化的

可能性，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生产一

种产品所需的要素对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而言并不是完

全能够替代的。一国生产新产品的基础与其已经存在的

产品空间密切相关。因此，在部署产业结构升级时，切不

可盲目行动，急于求成，否则脱离产品空间的实际，一味

强调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

变，盲目上马新项目，搞不切实际的“大 跨 越”、“硬 转

型”，将造成资源、能源、环境、制度和企业家才能的配置

扭曲，最终掉入“转型陷阱”中不可自拔，陷入生产和升

级的混乱。

近年来，浙江省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方面下

足了功夫。但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方式一直处

于探索阶段。以上对浙江显性比较优势和产品空间的分

析表明，浙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立足于产业和产能

的实际，以机电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富有显性比较优

势，处于产品空间重点区域的核心产业为依托，寻找比较

接近的产业进行“跳跃”，保证物质条件基础、技术、企业

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在转型过程中的有效衔接。对于处于

产品空间疏散地带的产品和产业类别，要逐渐淘汰。切

忌在产业结构转型中贪新求快，脱离基础和现实，一窝蜂

地“跳跃”到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政府

要制定计划，分步骤地引导不同行业循序渐进地进行产

业转移和升级。

( 三) 国际市场开发

产品空间理论揭示了一国出口优势的决定因素是其

产品空间的构成，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了进一步发

展。一国在决定其出口对象时，不应只单纯地考虑某些

产品的比较优势，而是要综合考虑整个国家的产品空间

状态，努力寻找与其自身产品空间耦合性高的国家作为

主要的出口对象。当产品空间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时，应

马上寻找新的出口对象。想要保持出口增长，就必须发

现一些与 其 具 有 显 性 比 较 优 势 的 产 品 空 间 接 近 的 新

产品。

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因其经济发展实力和市场容

量，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是浙江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浙江应在这些市场中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保住国际市场

份额，就要摒弃“以数量取胜”的传统策略，根据浙江出

口商品在不同的国际市场中的显性比较优势，有针对性

地制定出口战略。例如浙江主要出口产品纺织服装产

品，因其在欧洲市场的竞争优势日渐式微，而在东南亚和

中东市场中仍然保持较高的显性比较优势，因此在短时

期内仍然无法改变浙江出口倚重纺织服装产业的前提

下，积极转换国际市场战略，将出口的重心从欧美市场转

移到亚洲新兴市场，从而保持纺织服装产品出口规模。

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是浙江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重

要途径，其中拉美市场最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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