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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纳了“两头在外、大进

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思路，外贸发展一直以出

口导向型为主。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

环境受疫情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应对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变化，我国政府提出了“构建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广州外贸难以依赖传统的外贸发展方式

继续发展，需要谋求新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新形势

下，广州必须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调整外贸

发展思路和对策，在发展贸易规模“量”的前提下，

也要有外贸“质”的发展。因此推动外贸高质量发

展是广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

一、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如何科学地界定外贸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存在不同的看法。戴翔、宋婕

（2018）认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发展更趋

平衡和更加充分”的对外贸易。曲维玺等（2019）认

为“外贸高质量发展必须是与出口产业和科技基础

雄厚、外贸结构更加平衡、外贸国际竞争力显著增

强、外贸综合服务制度体系完备以及掌握国际经贸

规则话语权有关”。本文认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各有所指，应该结合内外经贸发展环境和资源，与

时俱进界定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双循环”背

景下，外贸高质量发展内涵应该包含数量上的稳定

增长、质量上的持续提升、结构上的不断优化、外贸

发展更为平衡、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等方面。

二、研究方法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在此参考马林静（2020）测算我国外贸增长质量

水平的研究构建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该

体系包括外贸结构优化度、外贸绩效水平、外贸竞

争力、外贸规模、外贸可持续发展5个维度、13个具

体的评价指标。各指标的层次关系见表1，所用数

据来源于《广州统计年鉴》。

表1中正向指标是数值越大越有利于外贸高质

量发展的指标，逆向指标是数值越大越不利于外贸

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其中，加工贸易占比是根据统

计年鉴中的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

总和除以贸易总额计算所得；服务贸易总额则是根

据统计年鉴中的其他贸易总额所得；货物贸易总额

则是由统计年鉴中的贸易总额减去其他贸易总额

所得；货物贸易差额绝对值是由货物贸易出口与进

口差额的绝对值；服务贸易差额绝对值是由服务贸

易出口与进口差额的绝对值；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

比重则是由服务贸易额除以贸易总额；货物贸易TC

指数则是由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差额除以货物贸

易出口和进口的总和；服务贸易TC指数则是由服务

出口和进口差额除以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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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增量对GDP增量的贡献度则是

由实际出口增量除以GDP增量；货物出口和服务出

口对GDP增量的拉动度则是由净出口贡献率乘以

GDP增长率；加工贸易增值率则是由加工贸易的出

口和进口的差额除以加工贸易进口额；“资源性产

品进口占进口总体比重”的计算方法参考朱启荣等

(2012)的作法，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中，

去除了初级产品中的“食品及主要食用活动物”和

“饮料及烟类”，然后计算出该数值与进口额的比

值；能源消耗量除以出口额等于单位进出口能源消

耗量。

（二）熵值法的基本步骤

在此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运用

加权函数的方法，处理各个评价指标，从而得出各

年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最后通过该指数

来衡量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中在数据标准化

阶段为避免出现0值导致后续计算过程中无法取对

数，将标准化数据平移0.01个单位。计算过程如下

所示：

首先运用公式（1）、（2）采用标准化处理方式处

理各个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

正向指标：

Xij = xij -min(x1j,x2j, ...,xnj)
max(x1j,x2j, ...,xnj) - min(x1j,x2j, ...,xnj) + 0.01 (1)

负向指标：

Xij = max(x1j,x2j, ...,xnj) - xij

max(x1j,x2j, ...,xnj) - min(x1j,x2j, ...,xnj) + 0.01 (2)

在公式（1）、（2）中，xij 和 Xij 分别表示标准化处

理前后的第 i 年份第 j 个外贸质量评价指标的数

据，其中 n 表示年份。

之后运用公式（3）计算标准化处理后的各个评

价指标数据 Xij 的信息熵 Ej ：

Ej = 1ln(n)∑i = 1

n æ

è
çç

ö

ø
÷÷

Xij∑i = 1
n Xij

ln Xij∑i = 1
n Xij

(3)

然后运用公式（4）计算外贸高质量发展各评价

指标的权重 dj ：

dj = (1 -Ej)∑j = 1
m (1 -Ej) (4)

最后基于（4）计算所得的权重，运用公式（5）采

用线性加权函数法，得到各年份外贸高质量发展综

合指数 Mi ：

Mi =∑
j = 1

m

dj Xij (5)

基于公式（5）得出各个年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

综合指数 Mi ，该指数越大则能说明该年份的外贸高

质量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三、实证分析

（一）利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运用前文所述公式（1）、（2）、（3）、（4）计算出指

标权重，将结果整理成表2。根据表2，权重最大的

指标是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最小的是TC指数（服

务贸易），根据权重数值大小排序指标，排列结果为

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

加工贸易占比、单位进出口能源消耗量、服务贸易

表 1 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外贸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

维度层

外贸结构优化度

外贸绩效水平

外贸竞争力

外贸规模

外贸可持续发展

要素层

贸易方式

进出口结构

产业结构

GDP贡献度

盈利水平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贸易规模

资源可持续性

指标层

加工贸易占比

货物贸易差额绝对值

服务贸易差额绝对值

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

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增量对GDP增量的贡献度

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增量对GDP增长的拉动度

加工贸易增值率

TC指数（货物贸易）

TC指数（服务贸易）

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

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

资源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体比重

单位进出口能源消耗量

属性

逆向

逆向

逆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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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绝对值、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货物出口和服

务出口增量对GDP增长的拉动度、资源性产品进口

占进口总体比重、加工贸易增值率、TC指数（货物贸

易）、货物贸易差额绝对值、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增

量对GDP增量的贡献度、TC指数（服务贸易），权重大

小说明了这些指标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程度，

权重数值越大，说明该指标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性越大。由此可见，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对于广

表 2 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外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

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

加工贸易占比

单位进出口能源消耗量

服务贸易差额绝对值

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

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增量对GDP增长的拉动度

资源性产品进口占进口总体比重

加工贸易增值率

TC指数（货物贸易）

货物贸易差额绝对值

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增量对GDP增量的贡献度

TC指数（服务贸易）

权重

0.2263

0.2217

0.0801

0.0687

0.0451

0.0420

0.0417

0.0403

0.0375

0.0369

0.0261

0.0232

0.0110

州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

（二）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分析

按照前文中述及的研究方法利用MATLAB软件

测算 2001-2020 年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各类指

数，将结果整理成表3。由表3可知，广州外贸高质

量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2001年至2014

年广州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由0.2316平稳

增长至0.4063，增速相对缓慢。2014年之后呈现出

明显的增长趋势，彰显了广州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潜力。

（三）广州外贸规模指标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指标

对比分析

根据广州外贸总规模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对比图（如图1）可以得知，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水

平随着外贸总规模的扩张而逐步提升。2008年爆

发了金融危机，国际市场十分低迷，此时，广州外贸

总规模和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所下降，但

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家战略指导下，广州积极

转变外贸策略，外贸总规模稳步上升，外贸提升质

量效果明显。以下数据结果也验证了金融危机爆

发后，广州在我国外贸战略积极转型的指导下，外

贸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表 3 2001—2020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外贸结构优化度指数

0.0736

0.0756

0.0715

0.0678

0.0763

0.0812

0.0846

0.0835

0.0932

0.0766

0.0845

0.0899

0.0975

0.1586

0.2125

0.2457

0.2913

0.2820

0.2426

0.3212

外贸绩效水平指数

0.0539

0.0461

0.0503

0.0461

0.0711

0.0693

0.0756

0.0791

0.0365

0.0271

0.0462

0.0493

0.0559

0.0659

0.0834

0.0520

0.0701

0.0427

0.0243

0.0632

外贸竞争力指数

0.0714

0.0444

0.1060

0.1249

0.1087

0.0901

0.0937

0.1202

0.1197

0.1117

0.1166

0.1261

0.0270

0.0272

0.0371

0.0330

0.0220

0.0119

0.0062

0.0125

外贸规模指数

0.0003

0.0023

0.0051

0.0092

0.0128

0.0170

0.0214

0.0253

0.0229

0.0340

0.0384

0.0388

0.0522

0.1188

0.1931

0.2069

0.2632

0.2596

0.2086

0.2629

外贸可持续发展

指数

0.0689

0.0632

0.0609

0.0636

0.0644

0.0621

0.0617

0.0614

0.0712

0.0663

0.0645

0.0669

0.0682

0.0358

0.0328

0.0380

0.0338

0.0368

0.0461

0.0425

外贸高质量发展综

合指数

0.2316

0.2680

0.2939

0.3008

0.3116

0.3156

0.3197

0.3332

0.3370

0.3434

0.3503

0.3695

0.3709

0.4063

0.5278

0.5588

0.5755

0.6330

0.6804

0.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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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到2020年，广州外贸规模扩张年均增

速10.47%，外贸高质量发展年均增速为 6.2%。外

贸规模扩张年均增速大于外贸高质量发展年均增

速，因此可得出结论：在2001年至2020年，广州外贸

高质量发展落后于外贸规模。从图2得知，除2009

年外贸规模增速出现下滑以外，2001-2011年,广州

的外贸规模增速远大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增速。

外贸规模扩张年均增速18.08%，广州外贸高质量发

展综合指数年均增速为 4.32%。这反映出 2001-

2011 年是广州外贸迅猛发展、高速增长的重要时

期，但其高速增长并非建立在高质量发展下，相较

于外贸高质量发展，外贸规模的扩张更被重视。但

由于过于重视外贸规模的扩张，一系列贸易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因此“十二五”以后，广州

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号召，采取一系列举措提升外贸

发展质量，让广州外贸呈现“稳增长、调结构、促转

型”的新局面。2012年-2020年，广州外贸高质量发

展的增速大于外贸规模的增速，广州外贸高质量发

展的年均速率为8.54%，而外贸规模的年均速率为

2.3%。这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发展质量得到了

较大提升。

（四）各项指标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图3所示，外贸结构优化度和外贸规模从

2001至2020年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并且两者同步提

升，但外贸结构优化度指标值一直高于外贸规模指

标值，这说明广州贸易结构优化的同时，外贸规模

也随之扩大，外贸结构优化度对外贸质量提升的贡

献度最大，其次是外贸规模指标。这些数据从某方

面也印证了广州这些年来大力促进外贸提质增效

的效果。在2012年之前，外贸竞争力表现最优，外

图 1 广州外贸总规模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对比图

图 2 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变化速率与外贸规模扩张速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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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竞争力在这一阶段比较强劲，是外贸高质量发展

的最佳体现，但在2012年之后，外贸结构优化度和

外贸规模指标值超过了外贸竞争力的指标值，成为

提升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这是因为外贸竞

争力指标的积极作用被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冲抵

了，所以造成了从2012年开始外贸竞争力指标值趋

于下降。外贸绩效水平指标值呈现较平稳趋势，其

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贡献度较低，这是因为

外贸对于GDP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和国际市场的贸易

条件日渐恶化。以外贸能源资源的可持续性来体

现外贸可持续发展，在图3中，其呈现出缓慢下降态

势，反映了广州外贸能源、资源可持续发展有所减

弱，应该要及时改变这种高耗能、低质量的外贸发

展模式。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评价体系，测算出新时期广州外

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并对该指数进行分析，得

到以下的研究结论：

其一，广州外贸转型升级成效显著，外贸呈现高

质量发展。整体而言，广州在2001-2020年期间，外

贸规模不断增加，外贸质量发展水平持续上升趋

势，呈现出数量与质量同步优化的态势。其中，

2001-2011年广州的外贸规模增速一直高于外贸质

量发展的增速；2012年至2020年，广州外贸质量发

展的增速高于外贸规模的增速。两个阶段，质量和

规模易位充分反映了广州外贸转型升级的成效显

著，表明广州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坚实的基

础和较大的潜力。

其二，提升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不

断变化。在2012年以前，广州外贸竞争力对外贸高

质量发展贡献度最大，成为提升外贸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要素，但2012年之后，外贸规模和外贸结构优

化度成为提升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在

2001-2020年期间，广州外贸结构优化度一直是提

升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得知，推

动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呈现阶段性变

化，在所有要素中，最关键的核心要素是外贸结构

优化度。

其三，广州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外贸绩效

水平并未明显改善。从评价指标的构成来看，一

方面广州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

2001年至 2020年期间，广州对外贸易构成主要都

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广州的服

务 贸 易 在 2020 年 占 总 贸 易 规 模 的 比 重 仅 为

18.4%。另一方面广州外贸绩效水平偏低，外贸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低耗能、高效益，广州

外贸盈利水平并未明显改善，外贸绩效水平亟待

进一步提升。

图 3 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分项指标变化趋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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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循环”背景下广州外贸高质量发展

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国内营销渠道，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面对新冠疫情下全球需求收缩的困境，外贸企

业需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通过出口转内销等方式

保持产品销量，外贸企业因长期从事国际业务而缺

少国内营销渠道。政府要指导、支持这些外贸企业

大力开展数字化营销，通过建立国内营销渠道帮助

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数字化营销因其有着庞

大的潜在客户数量、便捷服务的优势而更受青睐。

数字化营销既是疫情防控下的新型模式，也是电子

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外贸企业应该联合运营各

种营销渠道，大力开展数字化营销。首先，外贸企

业要通过数字化营销专业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数

据分析能力，培养数字化营销专业人才，加强产品

电子化信息展示服务。其次，外贸企业应该加强信

息的收集，完善信息化系统，整合利用不同系统的

数据，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促进数字化营销。

（二）开拓国外新兴市场，发展外贸新模式

新冠疫情还在起伏反复，市场复苏的势头不稳，

外需市场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全球需求收缩。

面对国际市场的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广州市

政府部门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对外贸易，

实现量稳质升。首先，应不断开拓国外的新兴市

场，谋求更多外贸高质量发展新机会。其次，应大

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模式、新业态。支持企业

建设海外仓库，畅通跨境电商“出海”新渠道。一方

面，大力推动企业“出海布仓”或“借仓出海”，另一

方面应引导和支持海外有影响的粤商、侨商在海

外，尤其是在RCEP成员国建设或共享海外仓，从而

解决海外仓的建设与管理成本过高的困难。最后,

应优化进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培育出口竞争新优

势，促进出口。在疫情新常态下，外贸企业可以依

托境外商会、驻外经贸代表处、以及一些派出的外

贸机构，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同时，外贸企业还应

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各种资源，积极开展跨境电

商等新的贸易业态，开拓其外贸业务。此外，广州

应进一步加强与其他省市外贸企业的合作，从而推

动外贸企业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结构均衡发展

针对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广州应积极响应国家对服务贸易领域的改革与发

展，加大服务贸易的发展力度，支持本土的服务贸

易重点项目的建设，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创新试点，

发展数字贸易，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建设数字贸

易示范区和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推动数字贸易的发

展；促进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相融合，发挥新型服

务外包的创新作用，加快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

型；加强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合作，促进货物贸易

与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

（四）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保障外贸可

持续发展

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既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要求，也是重要内容。要保障外贸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推动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广州

应积极发展新能源贸易，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

产品的进出口，大力发展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进出

口，加强环保技术、环保设备、环保产业规划与评估

等环境服务的进口。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企业绿

色贸易的意识，鼓励企业运用国际先进的环保标准

来设计与制造产品。同时，企业还应构建绿色技术

支撑体系和供应链，获得相关认证，如节能、低碳等

绿色产品认证，从而在贸易中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

限制，最终实现并保障外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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