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与特点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2021_2022__E5_BD_93_E

5_89_8D_E5_9B_BD_E9_c28_33309.htm 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

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

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贸易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贸

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 伴随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和

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当前国际贸易增长明显加速，已经

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2004年，全球货物贸易名义增长21%

，创下25年来的历史新高。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国际市场

对能源原材料商品需求旺盛以及美元贬值因素的影响下，全

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全球贸易的高速增

长既是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国际分工深化的共同结果，

同时它又促进了世界生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

增长率连续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率，导致世界各国的外贸依

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贸易格

局保持不变，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新生力量 美、欧、日

三大经济体既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在国际贸易中也居于

主导地位。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世界货物出口70%以上

的份额和服务贸易90%以上的份额，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

家通过开展区域贸易合作和控制多边贸易体制来主宰国际贸

易秩序，并在国际交换中获得了大部分贸易利益。 中国是近

年来国际贸易增长中显眼的“亮点”，表现为中国不仅在全



球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和排名不断攀升，而且对全球贸易增量

的贡献也更为显著。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8亿美

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占全

球货物贸易总额和增量的比重分别达6.4%和20%。 (三)多边贸

易体制面临新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高涨

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147个成员就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框

架达成了协议，但协议的内容较为原则和笼统，各成员在农

业、非农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2005年是多哈

回合谈判的关键一年，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将在12月香港

部长会议上就主要议题的实质内容进行谈判。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各种区域贸易协定纷繁多样、成员交叉重叠，一些贸

易协定已超出传统的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范围，这对多边

贸易体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同时，以区域贸易安排为

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发展，并呈现出不少新的趋势

：一是区域贸易安排迅猛发展。二是主要贸易大国都在追求

区域贸易安排的主导权。三是区域贸易安排成员间的贸易比

重进一步上升。2004年，区域内贸易总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

比重已超过50%。四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向区域经济集团

之间的竞争转变。区域贸易安排已经成为各国争取市场资源

、扩大发展空间、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手段。 (四)国际贸易

结构走向高级化，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方兴未艾 国际贸

易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互为依托，其变化趋势有

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伴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猛。近20多年来，国际服务贸易规模已

经从1980年的3600亿美元扩大到目前的2.1万亿美元，占全球

贸易的19%。在行业结构上，服务贸易日益向金融、保险、



电信、信息、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倾斜，传统的运输业、旅游

业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在地区分布上，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

所占份额继续扩大，东亚地区的增长尤其显著。二是高技术

产品在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讯技术产

品出口增长最快。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纷纷把以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近年来发展中国家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