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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考试题国际商务师、百考试题论坛国际商务师 一、对外

经济贸易的发展 (一)服务贸易的发展 2003年，中国服务贸易

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0亿美元，其

中出口467亿美元，进口553亿美元，成为全球第9大服务贸易

国。中国服务贸易差额总体上看处于逆差状态，进口额超过

出口额。2004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国际服务贸易收支总规模达到1346亿美元，增长32%，占对

外贸易(含货物和服务)的10%。对外服务贸易收入增速略高于

服务贸易支出，收入624亿美元，支出721亿美元，分别增

长34%和30%。服务贸易逆差97亿美元，扩大13%，但逆差扩

大幅度有所回落。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中的排序与2003年相

同，出口居第9位，进口居第8位。 主要服务出口产品包括旅

游、运输、建筑等，服务进口产品主要有运输、金融保险、

通讯等。随着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服务

业对外开放的加速，服务贸易产品将进一步多样化。 (二)引

进技术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技术引进方式主要以成

套设备为主，填补了我国机械、电力、汽车、能源、电讯等

部门的技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引进方式由原来成套

设备进口为主发展为许可证贸易、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

作生产、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租赁等多种方式，从而促进

了技术引进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技术呈现如



下特点： 第一，引进技术的规模迅速扩大。 第二，技术进口

的方式向灵活、多样化转变。 第三，技术进口的主体出现多

元化。 第四，资金来源多元化。 第五，技术引进费用中，软

件技术费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设备、生产线等硬件的比例显

著下降。 第六，技术进口的法规日臻完善。 (三)利用外资的

发展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各种贷款

，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扩大进口，引进技术，特别是用于能源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另一类是直接投资，即通过合资经

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合作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吸引

国外直接投资。主要用于中小型企业的扩建和改造，也有一

些用于新建企业。 我国利用外资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在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诸方式中，以合资经营方式的项目数与外资

金额最多。从外资来源看，来自于我国港澳台的资金最多。 (

单选)：改革开放以来，从外资的来源看，我国利用外资最多

的国家或地区是： A.美国 B.欧盟 C.日本 D.港澳台地区 答案

：D 二、发展对外经贸的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具有其他经

济部门所不能代替的特殊职能，对国民经济起着补充、调剂

、促进和推动的杠杆作用，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 

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生产发展与产业结构升

级 三、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四、扩大劳动就业 五、有效地弥补

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 六、丰富国内市场 三、出口商品战略 

概念(识记)：出口商品战略是我国根据本国在一定时期内比

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状况和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对出口商

品构成所做的战略性安排。 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

不同的出口商品战略。 (一)、“六五”计划时期的出口商品

战略(1981-1985年) 背景：我国刚刚改革开放，产业结构和生



产技术落后. 内容：发挥我国资源丰富的优势，增加矿产品和

农副土特产品出口.发挥我国传统技艺精湛的优势，发展工艺

品和传统的轻纺产品出口.发挥我国劳动力众多的优势，发展

进料加工.发挥我国现有工业基础的作用，发展各种机电产品

和多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加工品的出口。 (二)、“七五”

计划时期的出口商品战略(1986～1990年) 背景：国际市场初

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下降，制成品贸

易增长加速，市场份额提高. 内容：我国出口商品构成要逐步

实现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由

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的转变。 (

三)、“八五”计划时期的出口商品战略(1991～1995年) 背景

：从国际市场变化看，在各类商品中机电产品贸易增长最快

，并成为贸易额最大的一类商品。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项目建成投产并开始创造效益. 内容：逐

步实现由粗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向精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

转变，努力增加附加价值高的机电产品、轻纺产品和高技术

产品的出口，鼓励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发展前景，竞争力强

的拳头产品出口。 (四)、“九五”计划时期的出口商品战

略(1996～2000年) 背景：国际贸易中机电产品仍在迅速增长

，尤其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增长更快，

而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不断优化，但仍以粗加工、低附加

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商品的总体竞

争力较弱. 内容：以质取胜为核心,努力实现外贸出口增长由

主要依靠数量和速度转向依靠质量和效益. (五)、“十五”计

划时期的出口商品战略(2001～2005年) 背景：从国际环境看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



发展，推动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和产品进一步快速发展

。与此相适应，在国际贸易中，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

科技产品的增长会更加强劲，所占比重会进一步提高.改革开

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都有

较大的提升，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产品出口快速增

长，但是出口商品结构尚未实现从粗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转

向精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出口产品中低技术、低附

加值产品仍占主导地位。 内容(识记、理解)：我国 “十五”

计划提出要继续贯彻以质取胜战略，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

口商品结构。加快推进外经贸领域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基本

实现我国外经贸发展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向主要

依靠质量和效益提高的根本性转变，增强我国外经贸的国际

竞争力，努力保持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施以质取

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的保证措施。 (

六)“十一五”计划时期的出口商品战略(2006～2010年) 1、加

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

量提高为主转变。到2010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分别达到2.3万亿美元和4000亿美元。 2、扩大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自有品牌的商品出口 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

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支持自主性高技

术产品、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3、控

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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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