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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加工

贸易一度占据外贸的“半壁江山”，形成了大量进

口中间品并组装出口最终品的贸易模式。即便随着

一般贸易在外贸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在产业链

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出口面向美欧消费者的最终品

仍是中国外贸的鲜明特征。近年来，随着美国基于

“301调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

受到较大影响，进而影响中国总体出口。叠加疫情

冲击、地缘政治等因素，亚太区域产业链结构正

发生深刻变化（徐奇渊，2021；苏庆义和王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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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中间品贸易：市场主导下靶向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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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表现为中国的部分产业链出现外迁倾向，

越南、墨西哥、印度等成为让中美间接“挂钩”的

“通道国家”，使我国的最终品出口受到影响。基

于此，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

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

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

口”。202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跨境

电商等新业态健康发展，优化海外仓布局，支持加

工贸易提档升级，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

增长点”。可以看出，拓展中间品贸易成为未来一

[摘要] 百年变局下，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助于我国稳外贸、优化外贸环境、提升产业链掌控力。其动

力机制包括：从国际分工来看，中间品贸易仍有较大发展潜力；从中国自身来看，高质量发展需要拓展中

间品贸易；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中美博弈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将助推中国中间品贸易的增加。当前，

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面临企业向上游攀升的技术难题及其可能导致的就业问题等内部挑战，通道国家向上

游环节攀升、日韩等国家中间品竞争，以及美国可能采取封堵或贸易限制措施等外部挑战。中国拓展中间

品贸易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总体思路。从国别区域来看，应重点推进向东盟地区的中间品贸

易出口；从产品角度来看，要构建大中间品概念，积极拓展各类产品出口，重点推进高技术产品出口；从

国内层面来看，在拓展中间品贸易时要坚持国内区域协调、中间品出口和进口相协调、中间品出口和最终

品出口相协调、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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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内中国外贸政策的重要方向。

一、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意义

1. 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助于稳外贸

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的

产品进行了严格限制，部分企业在“中国+1”等战

略的影响下将下游产业链迁出中国，不少中国企业

也受到影响，不得已将部分产能迁出中国。同时，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重大冲击，导致供应

链中断、需求减缓等问题，部分国家试图降低对中

国最终品出口的依赖，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并

尽可能使产品进口渠道多元化。受此影响，中国的

最终品出口表现出下滑态势，2022年中国最终品出

口占比下滑至51.5%。然而在中上游，中国在部分领

域的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成本优势等暂时无法被

其他国家的上游产业链所替代。因此，尽管下游产

业链部分迁出，在不违反美国和当地政府的政策限

制情况下，下游产业链仍倾向于采购中国生产的中

间品。中国鼓励中间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减少最终品出口下滑对外贸的冲击，达到稳外贸的

目的。

2. 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助于优化中国的外贸环境

当前在中美博弈日益激化的大背景下，中国

的外贸环境受到一定的冲击，可以通过拓展中间品

贸易积极优化外贸环境。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拓

展中间品出口将多元化中国的贸易伙伴并提升贸易

关系。中间品出口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将与更多国家

和地区建立紧密的经贸联系，中国可以借此实现贸

易伙伴的多元化。通过拓宽和深化贸易关系网络，

中国可以分散贸易风险，进而提升自身产业链的弹

性和韧性，增强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产业链

层面来看，中间品出口将与他国产业链联系更加紧

密。与最终品和他国的消费者绑定不同，中间品将

在他国的产业链中作为投入品参与生产。中间品出

口需要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建立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关

系，在技术交流、产品定制与创新、质量管理、标

准对接等方面也将紧密合作。换言之，中间品出口

将使得中国的产品深嵌入他国的产业链中，在与他

国产业链进行对接的基础上缓解中国紧张的外部环

境。此外，对中国生产的最终品进口有诸多限制的

欧美国家，中国通过向第三国提供中间品进行生

产，再由第三国出口至欧美国家，同样可以缓解与

欧美之间的关系。

3. 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产业链掌

控力

一方面，中间品相较于最终品，对价值链的

掌控能力更强，由于部分中国公司受制于美国对高

科技中间品的出口限制而不得已停止产业链下游的

生产，因此，中国产业向上游迈进，为全球提供中

间品出口可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掌控力，

避免产业链受他国政策的影响和干预。另一方面，

中间品生产往往具有利润高、市场竞争不激烈等特

征，其往往依托于本地的矿业优势或技术优势，行

业壁垒较高，易于形成垄断地位。拓展中间品贸易

不仅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

展，中国产业的前向参与度一直稳步上升，这意味

着中国企业逐渐向产业链上游迈进，这与中国出口

更多的中间品也是相一致的（图1）。但相较于其他

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产业链还有进一步

向上发展的空间。此外，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不

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全球贸易的平

均水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中间品出口发展前景

仍然广阔。

 

二、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的动力机制

1. 从国际分工来看，中间品贸易仍有较大发展

潜力

整体来看，国际生产分工网络助推中间品贸

易增加。全球供应链的建立使得生产过程变得更加

复杂，表现出明显的跨国特征。许多国家和企业选

择专注于特定领域或环节的生产，而不是一揽子完

成所有生产过程。各国和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发

挥自身比较优势，在全球供应链中仅承担某一领域

或某一环节的生产加工，再以中间品的形式出口给

其他国家或地区，这自然进一步助推中间品贸易的

发展。尽管当下全球化生产在部分地区受到了一定

程度的抵制，呈现出区域化发展的态势，但在区域

内，各国企业仍会根据自身的生产条件与区域内企

业分工合作。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与产业的迭

代，一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的所有环节在技术与成

本上均实现最优，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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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进行协同合作。在技术不断突破的情况下，各产

业链将不断地分解细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专注

于某一细分领域的某一环节生产，中间品贸易增加

将是大势所趋。

2. 从中国自身来看，高质量发展需要拓展中间

品贸易

根据UN Comtrade数据，中国

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中间品出口第

一大国。随着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

出，中国已将经济发展目标由追求

数量和增速的发展，转向以质量和

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发展，这将带动

中国的产业结构由下游向上游升

级。一方面，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上

升，有能力向产业链上游迈进，从

而为其他国家提供中间品。中国作

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500种主要

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产品产量位居

世界第一。在巨大的规模优势驱动

下，中国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加大

研发投入，《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

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研发经

费与GDP之比已达到2.54%。中国

部分产业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平均

水平，其中高铁、汽车电池、

导 航 卫 星 等 多 个 行 业 技 术 达

到国际顶尖水平。这使得中国

一些企业有能力涉足产业链的

上游，进而为其他国家提供中

间品。另一方面，结合其他国

家的发展经验，中国的中间品

出口仍将进一步上升。以日本

和亚洲四小虎为例，这些国家

和地区已完成产业升级，在多

个行业形成自身的产业优势，

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的中间

品。如图2所示，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中间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

的比重均显著高于50%。尤其

是中国台湾，其在电子产业等

产业链上游已形成显著的技术

和成本优势，中间品出口占比

接近80%。中国相较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间品出口

占比仍有一定差距，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

推进，中国中间品出口占比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3. 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中美博弈引发的

供应链重构将助推中国中间品贸易的增加

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中国产品受制于美国征

       图2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图1  中国与部分国家的产业链前向参与度

      数据来源：OECD TiVA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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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高额关税，部分产品出口美国不再具有价格竞

争力，双边贸易受到冲击，全球贸易格局开始发生

变化（黎锋 等，2019）。中国已于2023年降为美

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降幅明显。美国也降为中国

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进出口降幅均十分明

显，其中出口降幅更为显著。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

显示，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3.1%，中

国对美进口同比下降6.8%。尽管双边贸易降幅明

显，但美国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并未降低。自中国加

入WTO以来，美国国内的最终需求中的中国附加值

持续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影响该趋势，而是呈

现出震荡上升态势。这说明，虽然中国对美直接贸

易有所下滑，但是中国产品和中间品仍然间接出口

至美国。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导致短期的调整和

波动，但持续来看，其影响正在进一步改变全球产

业链格局。分析全球主要制造业经济体和美国的出

口可以发现，随着美国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美

国出口中的中国附加值占比有所下滑，东盟、墨西

哥出口中的中国附加值占比则快速上升，2020年达

到了8%左右（图3）。东南亚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

易形式的国家占比则更高，如越南2020年就突破了

15%，中国原先出口至美国等国的产品正转而出口至

东盟等地。近年来，中国贸易伙伴国持续增多、外

贸总额稳步提升，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对外

直接投资的范围和领域也在日益扩大。商务部数据

显示，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中，海外当

期利润留存再投资的比例已升至55.5%。随着中资企

业投资的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在海外产业链布局愈

发深入，自然将带动中国的中间品出口。

 

三、中国中间品贸易
发展分析

中间品贸易是全球货物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一半的份

额。自2001年以来，全球中间品进口额占全球货物

贸易进口的比重稳定在46%—49%，全球中间品出

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居于44%—48%①。

2022年，消费品贸易和资本品贸易分别占全球货物

贸易的17%和15%（图4）。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具

有坚实的全球货物贸易基本面的

支撑。

 1. 中国中间品总量

自 加 入 W T O 以 来 ， 中 国 中

间品贸易进口和出口均呈增长趋

势。从图5可知，中国中间品出口

在2004年的增速超过40%。除2008

年和2016年有所下降以外，其余

大 部 分 年 份 呈 平 稳 增 长 或 高 增

长。即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蔓延，中国中间品贸易额仍与

上年持平。2021年又迅速增长，

出口同比增长36%。

从 中 间 品 占 比 来 看 ， 中 间

品进口在2010年以前占比均超过

60%，2010年以后开始略微下降，

随后在60%附近上下浮动。2001

—2010年中间品进口呈现下降趋
    图3   部分经济体出口额中中国生产附加值占比

      数据来源：OECD TiVA Database。

 

① 尽管按照广义的内涵，只要是用于生产就可以被称为中间品，但是制造出来的中间品和原材料有所区别。中国拓展中间品主要是指制造出来的
中间品，而非原材料。根据联合国BEC分类法，中间品包括8个类别，代码分别为“111”“121”“21”“22”“31”“322”“42”“53”。其
中，代码“31”和“322”分别代表“燃料和润滑剂，初级”和“燃料和润滑剂，加工（不包括汽油）”。以往文献往往将这两类作为中间品，但
这两类是中间品加工时的原材料，并不适合计入中间品门类。本文没有计入，进而对中间品的分析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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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球中间品、消费品、资本品贸易额及其占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图5  2001—2022年中国中间品进出口总额及占比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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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与中国加工贸易比重下降有关，加工贸易比

重下降意味着进口的中间品比重下降。出口方面，

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时期略微下

降以外，中间品占比都在不断增加，从2001年的36%

增长到2022年的48.5%，占货物贸易总出口的近一

半。

2. 中国中间品结构

进口方面，工业中间品始终占据半数以上，并

有增加的趋势（表1）。其中2017年和2021年进口额

分别增加3446亿美元、3360亿美元，增幅达65%和

33.7%。食品与饮料中间品虽占比较小，但从数值

上来看，2022年相较于2001年增加了18倍。出口方

面，工业中间品和零配件中间品占据了中间品出口

的99%以上，根据近两年的数据，二者分别占总体的

2/3和1/3，对中间品出口的分析主要是对这两者的分

析。工业中间品自2001年以来持续高速增长，零配

件中间品则在2014年前后达到过一个峰值，略微下

降后又快速上升。

对比进口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的结构，工业中

间品在进出口中都占主体地位。零配件中间品在进

出口中的份额也较大，食品与饮料中间品在进出口

中均占比较小。这与中国所处全球产业链的位置息

息相关。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的发

展使得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对中间品、零配件和燃料

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巨大的需求推动着中国与世

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在国际市场上寻求丰富和高质

量的供应链资源。因此，中国在全球中间品市场必

然要大量进口与之相关的中间产品，以满足其制造

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3. 中国中间品市场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信息，从具体市场来看，

2023年中国对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配件类中间

品，对美国、德国出口锂电池类中间品，对越南、

印度尼西亚出口平板显示模组类中间品，均实现了

两位数增长。同期，中国出口超

1万亿元的纺织类和塑料类中间

品，为东盟、非洲等地区产业发

展 提 供 助 力 。 东 盟 、 欧 盟 、 美

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是中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 中 间 品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额

来看，中国与各经济体中间品贸

易数额在不断增加，贸易关系不

断加深。中国与日本的中间品贸

易增长幅度最小，但也有10.7%

（2022年相较于2018年）。中国

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增长浮动最

为明显，5年间增长了73%。美国

方面， 2019年、2020年受中美贸

易摩擦的影响，中国对美国中间

品贸易出现小幅下滑，2021年以

后开始迅速回升，到2022年达到

3815亿美元，是全球单个贸易国

的最高值。欧盟、韩国与中国中

间品贸易进出口总额近年来有增

有减，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

韩国在2022年与中国中间品进口

的贸易额达2826亿美元，仅次于

美国。

表1  2001—2022年中国各类别中间品贸易进口、出口总额       （亿美元）

年份
食品与饮料 工业 零配件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2001 48.4 12.4 987.7 574.7 611.6 372.3

2002 49.0 13.2 1136.0 685.5 807.7 508.7

2003 90.8 17.2 1489.8 886.5 1172.5 700.1

2004 136.6 17.3 1974.7 1252.0 1604.6 988.0

2005 131.2 19.5 2322.7 1632.8 1949.5 1285.5

2006 131.9 21.4 2623.6 2173.1 2416.9 1689.2

2007 204.4 30.6 3312.9 2816.5 2810.2 2109.3

2008 346.5 33.5 3866.7 3475.5 2949.9 2492.9

2009 298.3 29.5 3559.3 2442.4 2734.8 2114.9

2010 376.6 32.5 4900.4 3358.6 3611.5 2882.7

2011 466.1 39.5 6089.3 4332.1 4002.6 3355.5

2012 562.7 41.6 5839.0 4528.5 4228.3 3619.5

2013 594.9 43.6 6082.0 4897.3 4752.3 4151.0

2014 618.9 44.2 6135.5 5498.6 4713.1 4088.6

2015 559.1 44.0 5764.7 5407.7 4650.7 4123.7

2016 497.7 43.6 5304.7 4914.6 4550.5 3863.9

2017 574.8 41.9 8750.6 6175.2 2479.0 3519.0

2018 561.2 45.7 9741.7 7044.9 2666.2 3937.3

2019 544.0 45.8 9569.6 7255.2 2472.4 3857.0

2020 645.8 46.5 9969.9 7348.7 2533.0 3830.5

2021 888.7 51.8 13329.1 10191.6 2989.3 5013.5

2022 958.9 62.7 13650.4 12060.9 2222.8 5328.5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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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品贸易进出口份额方

面，根据近5年的数据，东盟、

欧盟、韩国呈增长趋势，美国和

日本在持续下降。从绝对数值来

看，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平稳或

增长的趋势，但由于近年来中国

与东盟中间品贸易实现大幅度的

增长，挤压了其他经济体的份

额。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

东盟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

贸 易 伙 伴 ， 从 图 6 可 以 明 显 看

出，中国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占

中国中间品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

在不断增加。中国与东盟的中间

品出口贸易增加迅猛，其主要原

因在于东亚地区存在结构性的产

业链转移过程，中美贸易摩擦也

起了一定的加速作用（杨枝煌和

陈尧，2022）。

若 单 独 考 察 每 个 经 济 体 ，

可以看出，中国向东盟出口中间

品的份额稳中有升。韩国的比重

也有较为明显的增加；其他经济

体近年来则有升有降。美国、欧

盟、日本的中间品占比分别在

30%、38%和40%上下浮动，基

本稳定（图7）。

除东盟外，其他4个经济体

都是属于发达经济体行列，在与

之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在产业链

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因此在绝对

数量上中间品贸易相对稳定。东

盟则不同，东盟国家基础相对落

后，缺乏资金、技术。有学者认

为，东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优

势，在未来将承担起一部分中国

的角色（岳圣淞，2021）。受产

业链转移的影响，中国与东盟中

间品贸易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

份额上，都在持续增长。

图6  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中间品占中国中间品贸易出口总额比重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图7  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中间品占中国向该经济体出口总额比重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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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通道国家形成

有数据表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美

国从中国进口减少的部分由越南等国家进行了填补

（杨盼盼 等，2022）。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始

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以

规避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影响，这些国家也成为让中

美间接“挂钩”的通道国家。随着中国企业将部分

生产环节外移至越南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制造业链

逐渐完善，产业转移或出口转移带动了相应的中间

品的出口（李颖婷和崔晓敏，2021；姚作林 等，

2021）。

从上面三个国家的中间品出口增长可以看出，

自2001年以来，中国向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的中间

品出口整体均保持了高速的增长。2001年，中国向

越南、墨西哥和印度中间品出口的数额分别只有6.98

亿、8.4亿和10.4亿美元；而到2022年，中间品出口

的数额分别增长到1030亿、436亿和814亿美元。

在增速方面，除个别年份受金融危机、疫情等

因素的影响，比上年有略微下降以外，其他年份均

保持高速增长。尤其在2010年以前，由于中间品出

口总额较小，向三个国家出口的中间品增速在个别

年份均达到了60%。2020年后，向越南的出口增速保

持在20%左右，墨西哥和印度的中间品出口增速均高

于20%。

四、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面临的挑战

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

重挑战。

（一）内部挑战

1. 技术难题导致相关产业中间品向上游发展面

临诸多问题

部分从事最终品生产的企业在尝试向中间品拓

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企业向上游攀升的困难。

由最终品生产转变为中间品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产

业升级和外贸升级的过程。中间品生产涉及更多的

研发、工程和技术集成，企业需要应对更高的技术

挑战，这使得一些企业在攀升过程中难以快速取得

进展。

随着中国中间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在部分产

业的中间品生产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展示了强大

的创新和制造能力。然而，对于许多关键性产业来

说，仍然存在较大的外部依赖。很多关键中间品仍

需从国外进口，国内的生产能力尚不足以完全满足

需求。这类中间品往往涉及复杂的技术和工艺，或

是需要特殊的原材料，这使得它们难以被国产中间

品取代，导致国内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受

限。

以芯片相关产业为例，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类

产品进口持续增长。一方面，以汽车为主的消费品

满足了国内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以芯

片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的中间品促进和支撑了中国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根据海关总署和UN 

Comtrade相关数据，2022年，中国进口中间品贸易

额为16832亿美元，其中集成电路类商品的进口额为

4140亿美元，占比高达24.6%，接近1/4的水平。

集成电路类产品具有技术含量高、知识密集的

特点，涉及广泛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理论

基础，横跨物理、数学、化学、信息论、控制论、

通信理论等多个领域。全球芯片产业主要由美、

日、韩、荷兰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主导。其

中，美国全球芯片销量占比超过40%，在EDA、半导

体设备和芯片IP等关键技术方面世界领先，在这三

类领域中，美国又分别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80%、

70%、70%。

相比较而言，中国机电类相关产业关键技术和

核心设备依赖进口的短板依然突出，目前仍需通过

大量进口来弥补。虽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机电类中

间品对进口依赖不断下降，但整体来看对国外关键

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度依然较高，与美、日、韩等

国仍有较大差距。加之中美经贸摩擦以及核心技术

“卡脖子”等因素的存在，中国机电类中间品向上

游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国产中间品能够逐步替代外国进口中间品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求国内企业

在技术研发、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等方面投入更多

资源，还需要政策的支持，鼓励创新和科技发展。

经过政策、投入等因素的长时间相互作用，国产中

间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出

口并实现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2. 挤压效应对就业和劳动力技能提升带来负面

影响

中间品贸易的扩大会对最终品贸易产生挤压效

应。这是因为中间品和最终品的生产过程属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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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环节，各自需要不同的资源和劳动。在大多

数情况下，中间品生产比最终品生产的劳动密集度

要低，这意味着当资源从最终品生产转移到中间品

生产时，最终品的生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

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间品生产的就

业拉动效应通常低于最终品，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

的就业总量减少。上游中间品的生产往往更加自动

化和机械化，使用的人工较少，最终导致资源从最

终品生产转移到中间品生产的过程中，减少了就业

机会。二是最终品的就业群体通常是技能水平较低

的工人，他们在向中间品生产转移时，通常难以满

足中间品生产对更高技能的要求。二者都将造成就

业困难。

卫瑞 等（2014）通过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

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技能方面分析了中国中间

品出口对本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文章表明，扩展中

间品贸易将导致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并且通过

与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中间品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是

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产品。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印度和巴西三个发展中

国家中间品出口中低、中、高技能就业的比重非常

相似，大致为6﹕3﹕1，美、日、德三个发达国家的就

业结构也非常相似，大致为1﹕6﹕3。通过与欧美等发

达经济体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中间品出口就业结构

偏向于低技能就业，说明中国出口的中间品主要为

低技能的劳动力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处在

低端环节。

随着中国中间品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程度不

断加深并逐渐向产业上游靠拢，中间品贸易结构的

变化必然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就业结构也必然会

表2  中间品出口中低、中、高三类技能就业的比重

低技能 中技能 高技能

中国 57.85% 35.51% 6.64%

印度 58.91% 31.59% 9.50%

巴西 57.74% 33.56% 8.70%

美国 8.89% 59.71% 31.40%

日本 8.69% 65.88% 25.44%

德国 14.89% 60.16% 24.95%

数据来源：卫瑞 等，2014。

向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转变。原来大量的低技能就业

者将面临失业的处境，且中高技能中间品的生产过

程可能涉及更复杂的技术和更高的技能需求，转型

的难度会导致部分劳动者无法顺利适应，有可能进

一步加剧就业问题，同时对社会的技能培训和教育

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工人能够应对不断

变化的生产环境。因此，在扩展中间品贸易向上游

靠拢的同时，需要为就业和劳动力技能提升提供支

持，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二）外部挑战

1. 通道国家向上游环节延伸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越南、墨西哥、印度

等通道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近年来高速增长，很大

程度上填补了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贸易缺口，承接

了中国部分下游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

向通道国家出口中间品，通道国家再利用自身劳动

力等优势资源进一步加工形成最终品向外出口的产

业模式。

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力技能、

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其生产活动通常局限于最

终品的制造和组装阶段。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主

要承担全球供应链中的最后阶段任务，即产品的最

终组装（刘娅 等，2023）。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调整，这些通道国家也意识到，仅仅停留

在最终品生产的环节是不够的。他们正尝试通过各

种手段向上游环节攀升，以构建更加完整的产业体

系。一个典型的策略是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促使

外国企业在当地建立完整的生产链条，即外资企业

在通道国家进行投资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最终产品

的组装，而是需要在当地建立起从上游到下游的各

个生产环节，带动国家产业水平整体的进步。印度

尼西亚是典型的案例之一。为了促进本国产业的发

展和增强本土价值，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所有出口

的产品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本国成分，这意味着在

印度尼西亚生产的产品必须有部分甚至全部的上游

环节在本地完成。这种政策的实施要求外资企业在

当地建立起相应的配套产业链，以推动本地产业的

完整性。除印尼外，泰国、越南等国也都有本地含

量要求。

这种趋势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构成了一定的威

胁。随着通道国家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它们对中国

中间品的需求可能会逐渐减少，逐步降低对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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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品的依赖程度，最终导致中国的中间品出口潜力

下降，对中国的外贸和经济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2. 与日、韩中间品竞争以及可能面临美对华封

堵

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还面临日韩的竞争（潘怡

辰 等，2023）。在中国发展之初，日韩借助其资

本和技术的优势，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与中国的垂

直分工。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和韩国主要处于上游

环节，提供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部件，而中国则利用

其劳动力优势，主要负责中下游的生产和组装。然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

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这种垂直分工关系以

及东亚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发生变化。UN 

Comtrade数据显示，中国对越南的中间品出口额自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

速度，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其中在2022年达到了

32%，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迅速适应了全

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增加了对越南的出口。相比之

下，越南从日本和韩国的中间品进口额也在增长，

但增长率低于中国，分别为9%和12%。同时，在

东盟出口中蕴含的外国增加值的构成中，中国的占

比也在迅速上升。从2007年的1.6%增长到2021年的

4.7%，几乎增长了2倍。这反映了中国在东亚产业链

中的角色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主要生产最终

产品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中间品的主要供给国。

随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湄合作等区域合

作项目的推进，中国不断扩大对东盟地区的投资规

模，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大幅超越日韩，成为该地区

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日

韩在产业链层面的竞争可能愈发激烈。

美国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可能采取封堵策略。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通道国家成为中美间接

“挂钩”的桥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贸易

摩擦的影响，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对于美国而

言，由于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的影响，从通道国家

进口的产品价格往往低于从中国直接进口的价格。

通道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进而可以降低美国的进口价格，这对缓解美国的通

胀压力具有积极作用。在当前情况下，美国方面可

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默认越南、

墨西哥等通道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并通过绕道

的方式降低最终产品的价格。

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美国对中国拓展中

间品贸易的结构性改变不会坐视不理，将来可能会

考虑采取措施来限制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可能的措

施包括：一是制定更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限制

通道国家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或者对在通道国家进

行投资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二是利用其在全球贸

易和科技领域的影响力，通过关税（反倾销税、反

补贴税）、技术禁运、限制出口等多种方式制约中

国企业的国际化和技术发展。这些封堵策略可能导

致中国的中间品贸易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

风险。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更需

要密切关注全球贸易和科技领域的变化，积极应对

美国可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继续推动区域合作

和多元化的贸易布局，以确保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中

保持竞争力。

五、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的思路与对策

拓展中间品贸易不同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

清洁产品那样政策思路明确，其原因在于中间品贸

易是一种面向需求侧的贸易方式，并不是由生产端

决定。此外，中国拓展中间品贸易也具有显著的时

代特征，其既是中国当下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的要

求，也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因此，拓展中

间品贸易的政策应该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的思路。

（一）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相关逻

辑

首先，从中间品自身的性质来看，政府政策存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应由市场主导。中国以往的产

品政策大多是按照产品或产品所属产业特性进行划

分，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

污染密集型、清洁密集型等。这些产品和产业各有

特征，在生产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各不相同，在产业

链的位置及发展前景也有较大差异，因此，政府可

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的政策对部分产品和产业进

行鼓励、抑制或引导等，以符合国家和产业的发展

需求。但是中间品与上述产品截然不同，中间品贸

易和最终品贸易相对，其是以贸易模式对产品进行

区分，而不是以产品和产业特性进行区分。换句话

说，中间品和最终品可能是完全同质的产品，也可

能是完全异质的产品。因此，中间品发展对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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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和生产的影响难以像上述产品那样进行精准

测算和评估，其影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理论的

不确定性反映到政策层面，很难说政府应当积极主

导中间品拓展，还是根据国内国际发展形势进行引

导，让市场发挥作用。在政策结果难以确定的情况

下，应当秉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主张由市场主导中

间品贸易的发展，政府在供应链管理、关税减免、

融资支持、贸易合作等方面提供支持，为中间品贸

易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其次，从中间品贸易的主体来看，其本质是市

场行为，应由市场主导。中间品贸易的本质是市场

行为，是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而企业则是

这一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在参与中间品贸易时，

主要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他们

会根据市场情况和竞争环境做出选择，无论是选择

最终品贸易还是中间品贸易，都是基于市场的最优

决策。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的作用应该是

提供合理的引导和监管，而不是过度干预市场的正

常运行。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和规范，促

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规范发展，同时确保企业在中

间品贸易中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此外，政府还可

以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提升整个中

间品贸易的水平和竞争力。这种基于市场主导的中

间品贸易模式也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

汰，优质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也可以作为“链

主”企业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发展。同时，市

场因素主导的机制也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

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进步。

再次，从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来看，

拓展中间品贸易应该和推动外贸促稳提质相结合。

中间品贸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其贸易政

策可以与其他政策相结合，以实现协同效应最大

化，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当下，基于中国外贸发

展现状和发展需求，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仍然是重

点，外贸促稳提质自然成为应有之义。一方面，稳

外贸已成为外贸工作的主旋律。自2018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工作部署以来，

稳外贸就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前，在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叠加俄乌冲突、中美

博弈等对外贸的冲击，稳外贸更显得尤为重要。另

一方面，外贸提质则是外贸工作的另一重点。这也

与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发展阶段和应对外部需求的

不确定性相契合。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

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

意见》等文件，将进出口促稳提质作为外贸的重点

任务。尽管这些文件并没有提及中间品贸易，但通

过对外贸产品的提质增量，事实上也会促进中间品

贸易的拓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升产

品质量。外贸促稳提质政策注重质量管理和监管，

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对中间品贸易而言，高

质量的产品更易于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增强竞

争力。其二，优化供应链。外贸促稳提质政策将推

动供应链的优化与提升，中间品贸易可以受益于更

高效的供应链管理。这包括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其三，拓展

国际市场。外贸促稳提质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优化

国际贸易环境和贸易政策，为中间品贸易企业拓展

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这包

括减少贸易壁垒、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等。其四，

提升品牌建设。外贸促稳提质政策将进一步鼓励企

业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中间品贸易可以通过

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来吸引更多客户和合

作伙伴。因此，外贸促稳提质政策为中间品贸易在

多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支持措施，在拓展

中间品贸易时可以适时地与外贸促稳提质政策相结

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政策结果。

（二）国别对策

从国别区域来看，应重点推进向东盟地区的

中间品贸易出口。当前，中国拓展中间品出口的目

的地主要是东盟、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从

出口多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应积极推进与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贸易合作，但鉴于不同目的地的差异较

大，应有所侧重。印度和墨西哥均有较大风险。印

度作为美国的友岸外包国家，主要优势是人口众

多，这决定了印度承接制造业的潜力最大。但由于

中印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在美国的“印太战

略”下中印关系可能进一步疏离，一旦印度发展起

来，也很有可能与中国形成激烈的区域竞争关系。

因此，中国对印中间品出口和对印投资都应保持在

一定的限度。墨西哥邻近美国，是经济政治上极度

依赖美国的国家，也是美国全球产业体系中重要的

近岸外包国家。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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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向全球大量出口机械、电子、汽车零部件等产

品，与中国重点出口的中间品品类存在一定重合，

中国可以为这些产品提供上游中间品。然而，其最

主要的风险点在于《美墨加协定》安排，未来可能

会设置更为严苛的原产地规则要求，以限制中国对

墨西哥的中间品出口。中国企业对墨西哥投资可以

保持一定规模，通过在当地建厂生产的方法来规避

原产地规则限制，并自然拉动中国的上游中间品出

口。相比之下，东盟地区是中国可重点关注的中间

品出口地，可以积极发挥东盟国家的“通道国家”

作用，推动中间品出口。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保持中立。东盟在政治上属于

中美均可接受的中立地区，在两国战略中均有重要

地位。一方面，中国视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中国与东

盟十国均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与

各国战略深度对接，同时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

划2025》、东盟印太展望等对接合作。另一方面，

东盟地区同样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积极争取和拉

拢的对象，部分东盟国家已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

经济框架”。此外，美国也与马来西亚等国签订了

相关供应链备忘录，以加强美国对该地区的主导地

位。这一地区并不像印度和墨西哥那样，在政治上

向美国倾斜，更多地表现为中立态势，中国在这一

地区投资和生产更为可靠。

其次，地缘靠近中国。东盟地区相较于印度、

墨西哥，更靠近中国的经济腹地，中国与其构建紧

密的经济联系的成本更小、边际效益更大。一方

面，中国向其出口中间品更加便捷、成本更低。东

盟地区毗邻中国，地理位置优越，中老铁路的顺利

通车进一步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随着中泰、中

越、中缅等铁路的开工建设，区域贸易水平将进一

步提升，且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下，中国

与东盟的跨境贸易手续将进一步简化，贸易效率进

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向东盟地区中间品出口

增加，带动东盟地区经济发展，后续东盟地区也可

以作为供应中国内需的海外生产基地。东盟作为当

下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其整体生产成本较低且稳

定。中国企业可以将东盟地区视为中间品出口的主

要目的地，也可以直接在东盟地区投资建立生产基

地。随着东盟本地下游产业链的完善，中国同样可

以选择东盟地区相对廉价的产品以满足国内的市场

需求，提升中国的贸易福利。

再次，竞争威胁较小。相较于印度与墨西哥，

东盟地区与中国产生竞争威胁的概率较低。第一，

东盟各国国家体量远小于印度与墨西哥，即使其技

术水平实现快速突破，对中国的竞争威胁也相对有

限。第二，东盟各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利益诉求和政

治立场并不一致，东盟大概率不会完全倒向美西

方，以整体形式与中国进行竞争。第三，尽管随着

东盟地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部分产业可

能由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选择迁往东盟地区，但这

些产业并不会脱离中国产业链；相反，大部分企业

会存在路径依赖和对中资企业的信任而从国内进口

上游产品和相关设备，同样会带动中国的中间品贸

易拓展。

以上是对于东盟地区的整体分析，对于具体

国家而言，基于发展水平的不同，政策也会有所差

异。中短期来看，中国可以着重拓展与越南、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的中间品贸易。长

期来看，可以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政局相对稳定

的情况下，将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纳入中国中

间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

（三）产品对策

从产品角度来看，要构建大中间品概念、积

极拓展各类产品出口，其中重点推进高技术产品出

口。

1. 在落实中间品贸易拓展政策时，要有大中间

品思维

尽管本文前两部分的分析是基于BEC分类法进

行的，但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间品不应局限

于贸易统计分类的中间品，一切非最终品的上游产

品均可以视为中间品，包括中间品、资本品，甚至

原材料。一方面，中间品是按照使用途径进行定义

的，在政策层面不易区分或区分中间品将过于烦

琐。另一方面，中间品仅为贸易出口的一方面，整

体来看，其出口情况会与其他上游产品的外贸情况

相一致。因此，中间品贸易政策不应当只考虑中间

品，而应将资本品甚至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一并纳入

考量。

2. 除中间品外，同时积极拓展资本品出口

目前拓展中间品出口的主要路径有直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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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国家的企业进行中间品出口，以及在目的地

国家投资建厂并以中国生产的中间品为投入品进行

再加工两种模式，前者表现为直接出口中间品，后

者表现为先出口资本品后出口中间品。因此，事实

上，拓展资本品出口除了可以推动外贸促稳提质

外，还能规避美国可能的原产地限制，也能在将来

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3. 鼓励多元化中间品出口

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

产业，都可以出口上游产品。尽管并非每一类中间

品都是高附加值，但是出口门类齐全可以更好地巩

固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上游地位，在提升

中国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国

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能力。

4. 重点拓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和资本品

出口

中国在出口中间品的同时，要避免被其他国家

的产业链替代，这就要求中国重点推动研发高技术

含量等难以被其他国家快速替代的产品。这些产品

相较于低技术含量产品，一方面，能够为中国带来

较高的附加值收益；另一方面，能够为中国提供长

期稳定的出口收益，但是这也要求中国企业要长期

保持全球领先的科创水平和质量要求，与中国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相契合。

（四）国内对策

从国内层面来看，在拓展中间品贸易时要坚

持国内区域协调、中间品出口和进口相协调、中间

品出口和最终品出口相协调、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协

调四个协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

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

系”，在拓展中间品贸易时也应注重多方面的协调

发展。

1. 坚持中间品出口国内区域协调

当下，中国东西部、城乡发展差异明显，需在

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

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

在中间品贸易中，东部地区是出口的重点地区，其

出口的主要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而中西

部地区出口的则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在推动中

间品出口时，要协调推进中西部地区的中间品出

口。鼓励技术成熟的产业链向中西部等劳动力成本

较低的区域迁移，在带动中西部中间品出口的同时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中间品的综合竞争力。对

于东部发达地区，应积极鼓励向供应链上游进行技

术和产能突破，对企业进行政策支持和融资便利，

以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实

现产品向产业链上游突破、带动更多高附加值的中

间品出口。

2. 坚持中间品进口和出口协调

结合当前中国的外贸情况及国际贸易环境，

拓展中间品贸易仍要以出口为主，通过拓展出口有

利于稳外贸、优化外贸环境、提高产业链掌控力，

但同时不应忽略中间品进口，应协调推进进口扩

张。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为各国企业

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合作机遇，通过扩大进口同

样可以增加中国产业链与全球产业链的交流、优化

外贸营商环境、促进先进技术产品的研发应用等。

现阶段，中国仍然在多个关键领域，尤其是高科技

领域极其依赖外国中间品，在拓展中间品出口时，

也应重视对这些中间品的进口。但在进口中间品的

同时，要鼓励企业与外国企业和科研机构深入交流

合作，积极研发国产替代方案，避免在关键领域被

“卡脖子”。

3. 坚持中间品出口和最终品出口协调

中间品和最终品作为产业链的两个环节，二者

并不矛盾。制定政策时，不应顾此失彼，而应统筹

拓展、协调发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美国作为

传统的工业强国，二战后随着其在产业链上游地位

的巩固，其逐渐放弃收益较低的下游产业链，转而

积极出口中间品，最终导致最终品生产没落，从而

衍生出就业减少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根据

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中国中间品贸易份额增

加是发展趋势，但应避免出现美国等国家的问题，

在推进中间品出口增长时稳定最终品出口的基本

盘。中国可以结合国内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差异，

将最终品生产基地迁向中西部及县域等欠发达地

区。

4. 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

鼓励中间品出口增加，自然会带动整体制造

业的产能拓展。但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快速发

展，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或许并不能带动就业和收入

的增加，机器替代不可避免。因此，在发展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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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间品贸易增加的同时，也应兼顾服务业的发

展，推进教育培训、医疗健康、金融服务、文化旅

游等服务业的发展。此前，西方国家也是通过大力

发展服务业以缓解制造业衰弱等带来的就业岗位减

少等问题，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服务等

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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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Targeted Policy Measures under Market Leadership

Su Qingyi, Zheng Jiming, Gui Ziha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ing world in the past century, expanding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is conducive to stabiliz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optimizing the foreign trade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the contro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ts dynamic mechanism inclu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re is still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from China's 

own perspect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s expanding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s triggered by the Sino-US game will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China's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Currently, 

China's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faces in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technical difficulties for enterprises to climb upstream and potential 

employment issues, as well as ex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upstream development of passage countries, competition from intermediate good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possible blocking or trade restric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general idea of "market-

oriented, government-guided" in expanding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t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intermediate goods to ASEA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broad concept of intermediate goods, actively 

expand the export of various products, an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from the domestic persp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oordination of domestic regions,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mediate goods exports and imports,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mediate goods exports and final 

goods export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when expanding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Key words: Intermediate Goods; Trade; Global Industry Chain; Stable Foreign Trade; Corrido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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