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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利用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中国和波兰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货物贸易数据ꎬ计算并比较两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产业

出口优势和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ꎬ从宏观产业层面和中观制造业层面对两国

各产业综合竞争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两国在资源密集型产业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ꎬ扩大波兰对中国食品、饮料和烟草的出口有助于改善中

波贸易不平衡现象ꎮ 两国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出

口优势ꎬ出口产品出现部分重合ꎬ可以通过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

的方式ꎬ有效利用对方地缘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ꎬ进一步提高出口附加值ꎬ
切实保证双边经贸合作长期互惠共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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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回顾中国和波兰历史ꎬ不难发现两国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有颇多相似

之处ꎮ 波兰自 １９８９ 年东欧剧变之后完成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ꎬ由中

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阶段ꎬＧＤＰ 由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年平均 ６８０ 亿美元增

至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的平均 １ ３００ 亿美元ꎮ 随后ꎬ波兰积极扩大对外合作领域并

重视区域发展ꎬ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ꎬ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和
欧盟ꎬ这一系列行动不仅证明了波兰经济转型的成功ꎬ也标志着波兰步入经

济发展的高速阶段ꎬＧＤＰ 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 ５５１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５ ９４１ 亿

美元ꎬ人均 ＧＤＰ 增长了 ２ ３ 倍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 ２８０％ ①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９ 年波

—１６—
① 世界银行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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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经济持续正增长ꎬ不仅成为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唯一保持经济正

增长的欧盟国家ꎬ也成为中东欧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ꎮ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后ꎬ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ꎬ加速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贸易ꎬ２０１０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２０１３ 年跃升为

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ꎮ ＧＤＰ 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 ４９５ １４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 ７３ 万亿美元ꎬ达到年均 ９ ５％ 的经济高速增长ꎬ人均 ＧＤＰ 也实现

了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５６ ２８ 美元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１３ 万美元的跨越式增长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ꎬ旨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加深区域

合作ꎬ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ꎮ ２０２０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

出口总额达 １ ４ 万亿美元ꎬ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ꎮ 波兰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地区重要支点国家ꎬ且中波两国在经济发展上有相

似的背景并都深具发展潜力ꎬ加深两国经贸合作不仅有益于双边国民经济

发展ꎬ更有助于中国借助波兰所在的欧洲地区价值链进入欧盟市场ꎮ
通过对中波两国转型后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剖析ꎬ发现两国经济在很大

程度上都依靠货物贸易发展而得到了巨幅提升ꎬ并都成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增

长引擎ꎬ拥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潜力ꎮ 在产业结构方面ꎬ两国都是农业

大国ꎬ以工业发展和制造业出口为支柱产业ꎬ国内三大经济结构比例相似ꎬ两
国间货物进出口以制造业产品为主ꎮ 因此ꎬ本文聚焦于两国货物贸易出口ꎬ
从产业层面深入挖掘两国竞争力优势ꎬ通过实证研究分别比较中波宏观产业

的比较优势和中观产业的相对出口优势ꎬ找寻双边可互补的产业领域ꎬ扩大

两国产能合作空间ꎬ推动两国经济增长ꎮ

一　 转型后中波两国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一)中波经济总量分析

对中国和波兰 １９７５ ~ ２０２０ 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比较分析ꎬ不难发现

自国内经济转型以来ꎬ两国 ＧＤＰ 都表现出积极的增长态势ꎮ
虽然在 １９８９ 年经济转型初期ꎬ波兰由于国内的高通胀、高外债和国家财

政困难等问题ꎬ经济一度停摆ꎬＧＤＰ 大幅下降ꎬ１９９１ 年 ＧＤＰ 增长率甚至达到

－７％ ꎬ但政府坚持采用巴尔采罗维奇计划①ꎬ自 １９９２ 年起波兰经济开始转向

强劲的正增长趋势ꎬＧＤＰ 增长率从 １９８９ 年前的年均零增长率达到了 ２００４ 年

—２６—
① 戴轶尘:«“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波兰卷)»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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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欧盟前年均 ４ ３％的增长率ꎮ 加入欧盟后ꎬ波兰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ꎬ至
２０２０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前夕ꎬ波兰经济持续保持年均 ４％ 的增长率ꎬ并且

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ꎬ波兰成为欧盟内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ꎮ
从 ＧＤＰ 增长率的角度看ꎬ中国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水平得到了

大幅提高ꎬ至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达 １０％ ꎮ 国际金融危

机之后ꎬ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ꎬ但仍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正增长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增长率为年均 ７ ３％ ꎬ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达到 １４ ７２ 万亿美元ꎮ
从经济体量来看ꎬ转型后中国 ＧＤＰ 约为波兰的 １５ 倍ꎬＧＤＰ 增长率约为波兰

的 ２ ７ 倍(见图 １)ꎮ

图 １ １９７５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波兰 ＧＤＰ 和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二)中波产业结构分析

波兰在经济结构上分为三大产业ꎬ农业、林业和渔业构成波兰的第一产

业ꎬ工业构成第二产业ꎬ第三产业为服务业ꎮ 波兰是传统的农业大国ꎬ也是欧

盟内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国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波兰开始了工业国有化进

程ꎬ第二产业得到大规模发展ꎬ１９９８ 年后波兰第二产业占比基本保持在 ３３％
左右ꎮ 从产业结构细化的角度看ꎬ农业为波兰第一产业的主体部分ꎬ而畜牧

产品在农业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ꎮ 其中肉类ꎬ尤其是猪肉类产品和牛奶及衍

生品其产量和出口在欧洲具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ꎮ 波兰第二产业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欧盟其他国家对工业产品的需求ꎬ总体而言ꎬ波兰第二产业

增加值呈逐年上升趋势ꎬ其中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份额较大ꎬ平均占比

８０％以上ꎬ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态势ꎮ 制造业中的食品业ꎬ金属制品业ꎬ汽
车制造业ꎬ电力、煤气、蒸汽供应ꎬ橡胶塑料业和家具制造业都具有较高的附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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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ꎮ 波兰服务业是近年来发展最为强劲的产业部门ꎮ 服务业附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在 ６４％左右浮动ꎬ接近经合组织的产业结构标准ꎮ 在细分产业中

贸易、机动车辆修理、运输和仓储是服务业中增加值最高的前三个行业①ꎮ
２０２０ 年波兰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为 ２ ７％ ꎬ第二产业占比为 ３１ ８％ ꎬ
第三产业占比为 ６５ ５％ ꎮ

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初期ꎬ第二产业的工业是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比

最高的产业ꎬ所占市场份额达 ４７ ７％ ꎮ 作为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所占市场

份额略高于第三产业服务业但相差不多ꎬ约占市场份额的 ２５％ ꎮ 近年来ꎬ中
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ꎬ建立了更为成熟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并进行了服务业升

级ꎬ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为 ７ ７∶ ３７ ８∶ ５４ ５ꎬ工业和服务业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产业ꎮ
(三)中波产业贸易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波兰出口总额达 ２ ５１８ ６ 亿美元ꎬ是
加入欧盟前的 ４ ５ 倍ꎬ其中货物贸易出口占 ＧＤＰ 比重达 ４３％ ꎬ服务贸易占

１０ ７％ ꎮ 由此可见ꎬ虽然近年来波兰服务业高速发展ꎬ但货物贸易依旧是波

兰 ＧＤＰ 的主要支柱ꎮ 在货物贸易中ꎬ波兰主要的出口商品为车辆零部件、车
辆、座椅、精炼石油、视频显示器、其他家具、电脑、轮船、精炼铜、内燃机、绝缘

线和橡胶轮胎ꎮ 波兰主要的出口对象国是德国、捷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

罗斯ꎮ ２０１９ 年波兰进口总额为 ３ ０２８ 亿美元ꎬ与同年出口总额相比ꎬ波兰有 ５０９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ꎮ 主要进口的商品包括车辆零部件、汽车、包装药品、计算机

和原油ꎮ 主要进口来源国为德国、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和中国ꎮ 分析波兰进出

口商品种类和份额可以发现ꎬ波兰进出口贸易多依赖其在欧洲的地缘优势和与

德国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深度融合ꎬ车辆及车辆零部件成为波兰最主要的贸易产

品ꎬ也占据了货物贸易的最大份额ꎮ 进出口商品种类存在较高重叠ꎬ说明波兰

的商品贸易多是参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环节ꎬ从贸易中获得的出口附加值

并未达到最高水平ꎬ并且波兰多年处于高贸易逆差的劣势之中ꎬ因此ꎬ与波兰的

双边贸易合作仍有较大的潜力空间ꎬ波兰可以通过改善贸易结构和对外贸易产

业以及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国等方式来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ꎮ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中波双边贸易额为 ２７８ １ 亿美元ꎬ其中波兰对

中国出口额为 ３９ ４ 亿美元ꎬ主要出口商品为铜及其制品、机械设备、电器设

备、家具产品、橡胶及其制品、车辆及车辆零部件等ꎮ 中国对波兰出口额为

—４６—
① 波兰中央统计局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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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 ７ 亿美元ꎬ主要出口商品为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家具、服装、车辆及车辆

零部件等ꎮ 从进出口贸易差额来看ꎬ中波贸易处于极度不平衡状态ꎬ波兰与

中国贸易有着极大的贸易逆差ꎬ双边贸易发展稳定度较低ꎮ 从进出口商品角

度同样可以看出ꎬ中波双边贸易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ꎬ且商品交叉重合度较

高ꎬ两国贸易多为产业内贸易ꎮ

二　 中波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在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上有许多衡量体系ꎬ本文沿用陈新和杨成玉

２０２０ 年的研究方法①ꎬ先从宏观产业层面对中波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ꎬ
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作为产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ꎬ辅以相对出口

优势指数和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 Ｄｔ)作为补充验证②ꎬ综合分析比较两

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产业间的竞争优势和互补空间ꎮ 再从中观产业层

面对中波制造业进行细化分析ꎬ以相对出口优势指数为比较基础ꎬ分析

两国具体产业的出口优势③ꎬ从而更加精准地把握两国可发展的贸易

领域ꎮ
在数据选择上ꎬ本文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获得并

整理了中国和波兰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的制造业出口数据ꎮ 基于 ＳＩＴＣ / Ｒｅｖ ４ 分

类方法ꎬ货物贸易可分为 ０ ~ ９ 个宏观部门ꎬ以部门编码从小到大的顺序 １０
个部门分别代表食品和活畜ꎬ饮料和烟草ꎬ燃料以外的非食用粗原料ꎬ矿物燃

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ꎬ动植物油脂ꎬ化学制品及相关产品ꎬ主要按原料分

类的制成品ꎬ机械及运输设备ꎬ杂项制品和没有分类的其他商品ꎮ 其中

０ ~ １部门为资源密集型商品ꎬ２ ~ ４ 部门为能源密集型商品ꎬ５ 和 ７ 部门为

资本密集型商品ꎬ６ 和 ８ 部门为劳动密集型商品ꎬ第 ９ 类为未分类商品④ꎮ

—５６—

①

②

③

④

陈新、杨成玉:«中欧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基于 ２８ 个制造业部门的实证分

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赵东麒、桑百川:«“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实证分析»ꎬ«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ꎻ李钢、董敏杰:«中国与印度国际竞争力的

比较与解释»ꎬ«当代亚太»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ꎮ
陈新、杨成玉:«塞尔维亚产业竞争力及中塞合作潜力»ꎬ«欧亚经济» ２０１６ 年

第 ６ 期ꎮ
桑百川、杨立卓:«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基于竞争性与互

补性研究»ꎬ«经济问题»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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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分析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贝拉(Ｂａｌａｓｓａ Ｂｅｌａ)于 １９６５
年提出的一种比较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测量指数ꎬ其比较方式是一国某商品

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在世界该商品出口总额占世界所有商品出口总

额的比中所占份额ꎮ 计算公式为 ＲＣＡｉｊ ＝ (Ｘｉｊ / Ｘｔｊ) / (Ｘｉｗ / Ｘｔｗ)ꎮ 其中ꎬＲＣＡｉｊ

表示 ｊ 国 ｉ 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ꎬＸｉｊ表示 ｉ 商品在 ｊ 国的出口总额ꎬＸｔｊ表

示同一时间内 ｊ 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ꎮ Ｘｉｗ表示 ｉ 商品在世界市场中的出

口总额ꎬＸｔｗ表示同一时间内世界市场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ꎮ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量化反映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ꎬ具体参数为

当 ＲＣＡ <０ ８ 时ꎬ该产业竞争力很弱ꎬ具有比较劣势ꎻ当 ０ ８≤ＲＣＡ≤１ ２５ 时ꎬ
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ꎬ当 １ ２５ < ＲＣＡ≤２ ５ 时ꎬ该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

势ꎻ如果 ＲＣＡ >２ ５ꎬ则该产业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波兰产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类别 ０ 类商品 １ 类商品 ２ 类商品 ３ 类商品 ４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７ ０ ４９ １ ６３ ０ １４ １ ０１ ０ ２２ ０ ６６ ０ １７ ０ ３８ ０ ０９ ０ ７５

２００８ ０ ４２ １ ５１ ０ １３ １ １４ ０ ２３ ０ ６２ ０ １６ ０ ３１ ０ １２ ０ ６１

２００９ ０ ４３ １ ４８ ０ １５ １ ５８ ０ ２０ ０ ５３ ０ １５ ０ ２６ ０ ０７ ０ ５２

２０１０ ０ ４５ １ ５８ ０ １５ １ ６７ ０ １８ ０ ５５ ０ １３ ０ ３２ ０ ０５ ０ ４１

２０１１ ０ ４６ １ ５９ ０ １６ １ ６７ ０ １８ ０ ５２ ０ １１ ０ ３１ ０ ０５ ０ ３４

２０１２ ０ ４４ １ ７９ ０ １６ １ ７２ ０ １７ ０ ５６ ０ ０９ ０ ３１ ０ ０５ ０ ４０

２０１３ ０ ４２ １ ８４ ０ １５ １ ７１ ０ １７ ０ ６２ ０ ０９ ０ ２９ ０ ０５ ０ ６３

２０１４ ０ ４１ １ ７３ ０ １６ ２ ００ ０ １８ ０ ６４ ０ １０ ０ ２７ ０ ０６ ０ ５８

２０１５ ０ ４０ １ ６７ ０ １７ １ ９８ ０ １８ ０ ６３ ０ １２ ０ ３２ ０ ０６ ０ ５５

２０１６ ０ ４３ １ ６２ ０ １９ １ ７１ ０ １８ ０ ５６ ０ １４ ０ ２９ ０ ０５ ０ ５１

２０１７ ０ ４３ １ ６７ ０ １８ ２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５５ ０ １７ ０ ２７ ０ ０７ ０ ２６

２０１８ ０ ４３ １ ７３ ０ １８ ２ ２９ ０ １９ ０ ６３ ０ １８ ０ ２４ ０ ０９ ０ ２４

２０１９ ０ ４１ １ ７２ ０ １６ ２ ２９ ０ １８ ０ ５５ ０ １９ ０ ２２ ０ １０ ０ ３３

２０２０ ０ ３６ １ ７１ ０ １１ ２ ６５ ０ １６ ０ ５３ ０ ２４ ０ ３０ ０ １０ ０ ３３

类别 ５ 类商品 ６ 类商品 ７ 类商品 ８ 类商品 ９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７ ０ ４３ ０ ６４ １ ２３ １ ５５ １ ２１ １ ０５ ２ １７ １ １３ ０ ０４ 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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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类别 ５ 类商品 ６ 类商品 ７ 类商品 ８ 类商品 ９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８ ０ ５１ ０ ７２ １ ３２ １ ５４ １ ３０ １ １３ ２ １６ １ １３ ０ ０３ ０ ３８

２００９ ０ ４３ ０ ６５ １ ２０ １ ４９ １ ３９ １ ２１ ２ ０７ １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３３

２０１０ ０ ５０ ０ ７７ １ ２０ １ ５３ １ ３９ １ １７ ２ １１ １ 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２０１１ ０ ５６ ０ ８３ １ ２８ １ ６２ １ ４４ １ １８ ２ ２４ １ １７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２０１２ ０ ５３ ０ ８７ １ ３１ １ ６８ １ ４３ １ １４ ２ ３４ １ １２ ０ ０１ ０ ０８

２０１３ ０ ５２ ０ ８９ １ ３４ １ ６５ １ ４４ １ １６ ２ ３５ １ １５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２０１４ ０ ５４ ０ ８６ １ ３７ １ ５８ １ ３６ １ １４ ２ ２７ １ １７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２０１５ ０ ５２ ０ ８１ １ ３６ １ ４８ １ ２８ １ ０７ ２ ０３ １ １９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２０１６ ０ ５２ ０ ８２ １ ３５ １ ４８ １ ２６ １ ０４ ２ ００ １ ３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２０１７ ０ ５６ ０ ８６ １ ３２ １ ５０ １ ３０ １ ０１ ２ ００ １ ３７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２０１８ ０ ５９ ０ ７９ １ ３３ １ ５２ １ ３４ １ ０３ １ ９４ １ ４６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２０１９ ０ ５６ ０ ７８ １ ３７ １ ５２ １ ３０ １ ０３ １ ９０ １ ４０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２０２０ ０ ５１ ０ ７３ １ ３７ １ ４５ １ ２３ ０ ９３ １ ７４ １ ３９ ０ ２２ ０ ０４

资料来源: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ꎻ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由作者根据公
式计算所得ꎮ

从发展历程上来看ꎬ波兰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为 １ 类产业部门ꎬ即饮料和

烟草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该产业部门从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发展成为现有 １０ 个货

物贸易产业部门分类中唯一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ꎬ表明波兰的饮料和

烟草产业具有最强的比较优势ꎮ ２０２０ 年波兰 ０ 类、６ 类和 ８ 类产业部门的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位于 １ ２５ ~ ２ ５ 区间段内ꎬ说明波兰在农产品和制造业方面

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ꎬ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ꎮ 波兰的 ７ 类产业部门指数位于

０ ８ ~ １ ２５ 之间ꎬ因此其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具有中等比较优势ꎬ而 ２ 类、３
类、４ 类产业部门指数始终低于 ０ ８ꎬ表明波兰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不具备国际

竞争力ꎮ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ꎬ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波兰在 １ 类和 ８ 类产业部门中保持竞

争力持续增长的趋势ꎬ其中 １ 类由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发展到 ２０２０ 年具有极

强比较优势ꎬ８ 类产业部门由 ２００７ 年具有中等比较优势发展到 ２０２０ 年具有

较强比较优势ꎮ ２ 类、４ 类和 ７ 类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ꎬ虽然 ７
类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下滑ꎬ但仍旧保持具有中等比较优势水平ꎬ２ 类和 ４ 类

为波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最弱的两个产业部门ꎬ始终处于产业竞争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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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状态ꎮ ５ 类和 ６ 类产业部门竞争力处于波动状态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５ 类

产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呈上升趋势ꎬ该产业部门由产业竞争力很弱发展

为具有中等比较优势ꎬ但从 ２０１４ 年起该产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下降ꎬ至 ２０２０
年重回至不具有显性出口优势水平ꎮ 波兰 ６ 类产业部门指数虽然经历了先

上升后下降的波动ꎬ但始终保持较强比较优势水平ꎮ
中国的国际产业竞争力呈现两极分化状态ꎬ其中 ６ 类、７ 类和 ８ 类产业部

门的平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处于 １ ２５ ~ ２ ５ 之间ꎬ说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具有比较强的国际产业优势ꎬ而其他

产业部门数值均低于 ０ ８ꎬ产业竞争力很弱ꎮ 虽然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较为

单一ꎬ但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较强的出口优势ꎮ 从世界各产业出口与世界总

出口占比来看ꎬ６ 类、７ 类和 ８ 类产业部门的出口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

６０％左右ꎬ也就是说在这些部门的较强产业竞争力可以保证国家更高的出口

总值ꎮ
(二)相对出口优势分析

国内各产业部门出口额占国内出口总额比重可以反映国内各产业部门

的出口相对优势ꎬ从而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国家不同产业的实际出口情况ꎮ 根

据现有数据ꎬ将中波两国各类商品出口额与本国全部商品出口总额作比较ꎬ
所得数值越大ꎬ则说明该产业在国内具有更高的出口份额ꎬ具有相对出口优

势(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波兰产业相对出口优势

类别 ０ 类商品 １ 类商品 ２ 类商品 ３ 类商品 ４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２ ０ ０２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０ ０２５ ０ １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５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６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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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类别 ０ 类商品 １ 类商品 ２ 类商品 ３ 类商品 ４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１７ ０ ０２８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８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２０２０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类别 ５ 类商品 ６ 类商品 ７ 类商品 ８ 类商品 ９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３ ０ １８１ ０ ２２８ ０ ４７３ ０ ４０７ ０ ２４４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７８ ０ １８３ ０ ２１４ ０ ４７１ ０ ４１０ ０ ２３５ ０ １２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２００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７ ０ １５４ ０ １９１ ０ ４９１ ０ ４２９ ０ ２４９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８６ ０ １５８ ０ ２０１ ０ ４９５ ０ ４１５ ０ ２３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０ ０６０ ０ ０９０ ０ １６８ ０ ２１２ ０ ４７５ ０ ３９１ ０ ２４２ ０ １２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１ ０ １６３ ０ ２１０ ０ ４７１ ０ ３７７ ０ ２６１ ０ １２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２ ０ １６４ ０ ２０１ ０ ４７０ ０ ３７８ ０ ２６３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２ ０ １７２ ０ １９８ ０ ４５７ ０ ３８３ ０ ２６５ ０ １３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９ ０ １７３ ０ １８８ ０ ４６６ ０ ３９０ ０ ２５８ ０ １５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２ ０ １６８ ０ １８４ ０ ４６９ ０ ３８６ ０ ２５２ ０ １６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６ ０ １６４ ０ １８７ ０ ４７８ ０ ３７５ ０ ２４１ ０ １６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９０ ０ １６４ ０ １８７ ０ ４８５ ０ ３７３ ０ ２２８ ０ １７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９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０ ０ １６４ ０ １８２ ０ ４７９ ０ ３７８ ０ ２３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２０２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４ ０ １６８ ０ １７８ ０ ４８６ ０ ３６８ ０ ２２５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发展历程来看ꎬ２０２０ 年波兰十大产业部门中出口比重最高的为 ７ 类商

品ꎬ其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３６ ８％ ꎬ说明机械及运输设备是波兰制造

业出口的支柱ꎮ 其次是 ６ 类和 ８ 类商品ꎬ其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１７ ８％和 １８％ ꎬ其中 ６ 类商品的出口额与 ２００７ 年相比下降了 ５ 个百分点ꎬ而
８ 类商品则上升了 ５ ３ 个百分点ꎬ说明制成品出口在波兰所有货物贸易出口

中具有最强相对出口优势ꎬ波兰的货物贸易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ꎮ 波

兰在 ０ 类和 ５ 类产业部门中具有较强的相对出口优势ꎬ２０２０ 年这两个部门的

商品出口分别占总出口的 １１ ８％和 ９ ４％ ꎬ说明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波兰依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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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在农产品出口上具有较强优势ꎬ以化学制品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具

有很强的出口优势ꎮ 波兰 １ 类、２ 类和 ３ 类产业部门出口份额基本保持在

２％的水平ꎮ 虽然波兰在 １ 类饮料和烟草产业部门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ꎬ
但出口总额不高ꎬ可能是由于其出口总量较少或出口附加值较低造成的ꎮ 波

兰在 ２ 类和 ３ 类能源密集型产业中不具备出口竞争力ꎬ出口份额也较少ꎮ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ꎬ波兰制造业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ꎮ 在 ０ 类、１ 类、５

类和 ８ 类产业部门中对外出口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ꎬ也就是说ꎬ农产品

和化学制品是波兰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的主要出口产品ꎮ ３ 类、６ 类和 ７ 类商品的

出口份额有不同程度的下降ꎬ说明波兰能源和机械运输设备的相对出口优势

正在逐渐减弱ꎮ
反观中国的各产业出口份额可以看出ꎬ中国充分发挥了产业的比较优

势ꎬ在具有最强比较优势水平的 ６ 类、７ 类和 ８ 类商品中ꎬ这三类商品总出口

份额占国家所有货物贸易的比重为 ８７％ 左右ꎮ 这与波兰的主要出口部门出

现了部分重合情况ꎬ说明中国和波兰的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ꎮ 在其他几个产业部门中ꎬ０ 类、３ 类和 ５ 类也有一定的出口份额ꎬ而 １
类、２ 类和 ４ 类的出口市场份额几乎为零ꎮ 综上ꎬ中国和波兰的相对出口优势

产业具有非常高的重合度ꎮ
(三)出口增长率优势(Ｄｔ)分析

出口增长率优势可以分析各产业出口优势的长期变化情况ꎮ 具体计算

公式为 Ｄｔ ＝ (ｇｉ － ｇｔ) × １００ꎮ 其中ꎬｇｉ为一国 ｉ 产品的出口增长率ꎬｇｔ为该国所

有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０８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和波兰产业出口增长率优势

类别 ０ 类商品 １ 类商品 ２ 类商品 ３ 类商品 ４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８ － １０ ６９９ － ０ ５００ － ７ ７５８ １１ ７４１ ６ ８８２ － ４ ９６９ ３４ ９２２ １５ ８８７ ７２ ２２３ ６ ３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５ ５２４ １０ ０４８ ２３ ３３３ ４５ ２９９ － １１ ９３８ － １３ ４７２ － １９ ８３９ － ２１ ８５１ － ２８ ８６６ － １ ３６１

２０１０ － ５ ０９０ － １ ８７４ － １５ １８７ － ８ ４０２ １０ ９７０ ２９ ７０５ － ０ ４３９ ４０ １６５ － １８ ８９８ － １ ６６９

２０１１ ２ ３９３ １ ０７２ － ０ ９２５ － ５ ３２７ ８ ７４７ ２ ３６８ ０ ６７７ ２１ ５３０ ２７ ６２１ － ２ ５２５

２０１２ － ４ ７９１ １１ １６７ ５ ９１４ ６ ３３４ － １２ １６５ ０ １３４ － １１ ８２８ １ ８９８ － ４ ３８７ １１ ８６６

２０１３ － ０ ８１２ ７ ０２０ － ７ １１０ － ０ ４５３ － ６ ２７０ ６ ４５１ １ １２０ － ６ ８１３ － ０ ５９２ ４４ ３７０

２０１４ － ０ ３１４ － ２ ３８７ ４ ４７４ １８ １１５ ２ ６４３ － ２ ５６５ － ４ ０８１ － １２ ５６３ ０ ６９６ － １０ ０５２

２０１５ １ ６５０ － ０ ０２０ １７ ７２４ ４ ４００ － ９ １２５ － ７ ７７３ － １６ ０６１ － １８ １６９ ６ ４２０ － ２ ７２２

—０７—



中国和波兰产业竞争力研究

(续表 ３)

类别 ０ 类商品 １ 类商品 ２ 类商品 ３ 类商品 ４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１６ １２ ７６０ １ ０６７ １４ ６６５ － ９ ７６９ １ ８６６ － ９ ９７１ ４ ０４０ － ２３ ０７２ － ５ ５０８ － ２ ３８８

２０１７ － ３ ７９１ ０ ８３５ － ９ ８８９ ２７ ８４４ ２ ６１８ ５ ４７９ ２３ ８００ － ０ ２３９ ３６ ８７０ － ５２ ９３９

２０１８ － ５ ９６８ － １ ２１８ － ３ １８９ ２ ７４７ ８ ８９４ １２ ８６７ ２１ ５５９ ２ ３３８ ２１ ３１２ － ２４ ９３１

２０１９ － ０ ７４３ ２ ６３７ － ６ １９３ ２ ６８７ － ４ ９４８ － １０ ８４９ ０ ６９５ － １３ ２８６ ８ ２９０ ３０ １７３

２０２０ － ５ ８３８ ６ ６９９ － ３２ ６５０ １５ ３５３ － １２ ３７６ － １ ５５４ － ３５ ３９９ － ２９ ６９７ １７ ９１２ ２３ ０９６

类别 ５ 类商品 ６ 类商品 ７ 类商品 ８ 类商品 ９ 类商品

年份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中国 波兰

２００８ １４ ２１３ ８ ７００ １ ８６７ － ７ ６８６ － ０ ５９２ ０ ９９３ － ４ ４２２ － ３ ２６１ － ３８ ８３９ ４６ ９５８

２００９ － ５ ７９２ － ０ ３０９ － １３ ５７１ － ８ ５４７ ３ ６９７ ３ ５８１ ５ ２０８ ３ ０７７ １１ ２６１ － １ １４６

２０１０ ９ ８３６ １２ ３３６ ３ ５２２ ５ ９９８ ０ ８５３ － ３ ６３３ － ５ ２７８ － １ ４１０ － ４１ １８１－ １１０ ２８８

２０１１ １０ ７５４ ５ ３７７ ７ ９５７ ６ ９５６ － ４ ７４９ － ６ ９２７ １ ３１８ － ０ ５４６ ３９ ２６４ １７５ １８６

２０１２ － ８ ９７９ １ ６９９ － ３ ３５４ － ０ ９１４ － ０ ９８０ － ３ ５２４ ８ ４７２ － ０ ６７１ － ４７ ４３８ １６４ ９７０

２０１３ － ２ ４９７ １ １３３ ０ ４４５ － ５ １６４ － ０ １３２ ０ ４８４ ０ ６６９ ３ ０２３ １４ ２１３ － ４４ ８９７

２０１４ ６ ４４４ － ０ ６７５ ５ ０１４ － １ ５５９ － ２ ９５６ １ １４６ ０ ９４２ ６ １１７ ２５ ０８９ － ５１ ９０６

２０１５ － ０ ７５１ － ２ ９０１ ０ ６６３ － ４ ６１６ １ ８７５ １ ８０５ － ２ ６５１ ９ ７９５ ７ ９５７ ２４ ２０９

２０１６ １ ８１４ ４ １８２ － ２ ４３５ － １ ８０８ ０ ６５８ － ０ ９９９ － ２ １５４ ８ ５６９ １５１ ３５６ ５７ ６９７

２０１７ ８ ００１ ４ ７７７ － ２ ９４２ １ ３４９ ２ １０１ － ３ ３９３ － ４ ５１５ １ ２６８ － ８ ６１９ － １８ ７７０

２０１８ ８ ５２３ － ７ ２３４ ０ ２１８ ０ ３９１ １ ４８０ － ０ ５４０ － ６ １９７ ４ ０２９ － ４ ０９８ － ２０ ５５５

２０１９ － ３ ６２０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０ － ２ ６０６ － １ １９３ １ １７３ ２ ５３８ １ ００５ １１０ ７３７ ４６ ０７４

２０２０ ０ ７７９ ４ ４８８ ２ ７８７ － ２ ４９８ １ ５０４ － ２ ６４１ － ３ ８４２ ４ ４３１ １１７ ７８３ － ３５ ２２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２０２０ 年波兰 １ 类和 ４ 类商品有较大的出口增幅ꎬ据上述分析可知ꎬ１ 类

饮料和烟草为波兰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ꎬ所以出口增幅也较大ꎬ符合李嘉

图比较优势理论ꎮ ４ 类为动植物油脂ꎬ在显性比较优势和相对出口优势中都

处于劣势ꎬ但自 ２０１９ 年起出口增长率优势明显ꎬ由此可以预估该产业为波兰

的潜在出口优势产业ꎮ ０ 类和 ８ 类商品也在 ２０２０ 年表现出了较好的出口增

长率优势ꎬ说明农业和制造业出口仍然是波兰出口贸易的支柱产业ꎮ ３ 类商

品的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较大ꎬ可以看出ꎬ近几年波兰在本不具备优势的能

源密集型产业中的能源出口更加受限ꎮ 波兰 ６ 类和 ７ 类商品基本维持在稳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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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出口水平上ꎮ
中国产业部门出口增长率优势与其产业比较优势和相对优势基本一致ꎬ

４ 类、５ 类、６ 类和 ７ 类商品的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保持平均正增长水平ꎮ 而

在其他产业部门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平均为负值ꎬ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ꎬ尤
其是近两年ꎬ０ 类、１ 类、２ 类和 ３ 类商品的出口增长率不仅呈现负值ꎬ且下滑

幅度较大ꎬ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出口中ꎬ中国处于劣势水平ꎬ
与波兰有产业优势互补空间ꎮ

(四)中波制造业中观产业相对出口优势分析

根据 ＳＩＴＣ / Ｒｅｖ ３ 分类方法ꎬ制造业可细分为 ２８ 个工业部门(见表 ４)ꎬ
基于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ꎬ整理得出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波

２８ 个制造业部门的相对出口优势指数(见表 ５ 和表 ６)ꎮ

表 ４ ２８ 个工业部门分类列表

序号 部门

１ 食品加工业

２ 饮料业

３ 烟草加工业

４ 纺织业

５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

６ 皮革毛皮羽绒产业

７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业

８ 家具业

９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０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１ 文教体育用品业

１２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１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１４ 医药业

１５ 化学纤维业

１６ 橡胶业

１７ 塑料业

１８ 非金属矿产业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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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序号 部门

１９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１ 金属制品业

２２ 普通机械业

２３ 专业设备业

２４ 交通运输设备业

２５ 电器机械及器材业

２６ 电子及通信设备业

２７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设备

２８ 其他产业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表 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波兰 ２８ 个制造业部门相对出口优势

类别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９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９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９

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５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５

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１

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１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４

１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１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６

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１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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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类别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１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１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９

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１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９

２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２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０

２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６

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４

２４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０ ０ １４３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０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７ ０ １４１ ０ １１９

２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４

２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９

２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２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发展历程上看ꎬ２０２０ 年波兰出口最多的制造业部门为 １ 类和 ２４ 类ꎬ即
食品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业ꎬ２５ 类电器机械及器材业和 ２２ 类普通机械业

也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ꎬ是制造业的主要出口部门ꎮ ５ 类服装及其他纤维制

品业、８ 类家具业、１３ 类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１７ 类塑料业、２１ 类金属制品

业和 ２６ 类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具有较强相对出口优势ꎬ是波兰制造业的重要

出口部门ꎮ １５ 类化学纤维业、２ 类饮料业、１０ 类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７ 类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业和 ９ 类造纸及纸制品业相对出口优势较弱ꎬ所占市场

份额基本不变ꎮ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ꎬ虽然 ２４ 类交通运输设备业是波兰最主要的制造业

出口部门ꎬ但在总出口中的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且为 ２８ 个产业部门中下降

最多的行业ꎬ反观第二大制造业出口部门即 １ 类食品加工业的市场份额却逐

年上升ꎬ说明该产业更具备长期出口优势ꎮ 波兰另一个重要出口部门 ２６ 类

电子及通信设备业也是所有制造业部门中市场份额下降较多的产业ꎬ其他主

要出口部门的相对出口优势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几乎没有变化ꎬ值得说明的是ꎬ
１５ 类化学纤维业的出口占比为零ꎬ不具备相对出口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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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２８ 个制造业部门相对出口优势

类别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３

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６

５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６ ０ １３１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４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９ ０ ０８８

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８

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３

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１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０

１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７

１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１

１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７

１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１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９

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２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０

２２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２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４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９

２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９

２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７

２５ ０ ２０４ ０ １９９ ０ ２０６ ０ ２３３ ０ ２１５ ０ ２３２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７ ０ ２３２ ０ ２５１ ０ ２６５

２６ ０ ３３８ ０ ３１８ ０ ３１６ ０ ３０９ ０ ３０９ ０ ３１２ ０ ３１７ ０ ２８２ ０ ２７７ ０ ２６１ ０ ２６５

２７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５ ０ １２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２

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从发展历程上看ꎬ２０２０ 年 ２５ 类电器机械及器材业和 ２６ 类电子及通信设备业

是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两个产业部门ꎬ１３ 类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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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４ 类纺织业、５ 类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２２ 类普通机械业和 ２７ 类仪器仪表及

文化办公用设备也是具有相对出口优势的产业部门ꎬ而 ２ 类饮料业、３ 类烟草加工

业和 １５ 类化学纤维业的出口市场份额几乎为零ꎬ因此不具备相对出口优势ꎮ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制造业中出口份额增幅较大并保

持持续增长趋势的产业部门为 ２５ 类电器机械及器材业、１７ 类塑料业、２３ 类

专业设备业、４ 类纺织业、２２ 类普通机械业和 ２１ 类金属制品业ꎬ具有长期的

相对出口优势ꎬ而 ２６ 类电子及通信设备业、５ 类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２４ 类

交通运输设备业、６ 类皮革毛皮羽绒产业和 １９ 类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

出口却呈现大幅逐年下降趋势ꎬ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ꎮ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波兰宏观经济背景的综合分析可见ꎬ转型后波兰国内经济发展迅

猛ꎬ人均 ＧＤＰ 始终保持高位ꎬ且经济长期保持正增长水平ꎬ具有良好的市场基

础和发展空间ꎮ 国内经济结构接近经合组织产业结构标准ꎬ以第三产业为主要

经济部门ꎬ第二产业为主要贸易部门ꎬ且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出口份额最大ꎬ占比

达 ８０％以上ꎬ主要出口产业部门以食品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家具制造

业以及电力、煤气和蒸汽供应为主ꎮ 通过对中波宏观产业竞争力和制造业中观

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ꎮ
第一ꎬ从宏观产业竞争力显性比较优势的角度可以发现ꎬ波兰的资源密集

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极具国际竞争力ꎬ尤其饮料和烟草是波兰货物贸易中

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ꎮ 食品、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在长期出口中持续

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ꎮ 而在燃料以外的非食用粗原料和动植物油脂出口中不

具备较强比较优势ꎬ甚至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还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ꎮ 中国制成

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且出口份额在全部货物贸易出

口中占据一半以上ꎮ 因此ꎬ从显性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ꎬ饮料和烟草行业以及

食品业是中波两国的互补产业ꎮ
第二ꎬ从宏观产业相对出口优势的角度分析ꎬ制成品出口是波兰长期货物

贸易出口的强势部门ꎬ食品业和化学制品是具有较强相对出口优势的主要出口

产业ꎬ作为最具竞争力的饮料和烟草业总体出口份额不高ꎬ而在能源密集型产

业中则完全不具备出口优势ꎮ 中国的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业最具相对出

口优势ꎬ所占货物贸易出口份额最多ꎬ符合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ꎮ 以相对出口

优势指数为比较基础ꎬ可以发现中波两国在食品业和化学制品业有进一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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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市场空间的潜力ꎮ
第三ꎬ以出口增长率优势为比较基础ꎬ发现波兰的饮料和烟草以及动植物

油脂有较大出口增幅ꎬ而矿物燃料和化学制品的出口增长率优势略有下滑ꎬ制
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增长率优势保持稳定ꎮ 中国在动植物油脂、化学

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增长率优势稳定ꎬ但其他几个货物贸易部门出口

优势下滑较大ꎮ 因此ꎬ中国可以通过进口波兰饮料和烟草类以及动植物油脂类

产品来改善两国间贸易逆差的问题ꎮ
第四ꎬ通过比较中波制造业 ２８ 个产业部门的相对出口竞争力可以发现ꎬ

波兰的食品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业最具比较优势ꎬ而电器机械及器材、服
装、家具、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塑料、金属制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具有较强比

较优势ꎬ是波兰制造业的主要出口产品ꎮ 中国在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

信设备、塑料、专业设备和纺织业最具比较优势ꎬ但服装、电子及通信设备、交
通运输设备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中的相对出口优势下滑ꎮ 因此ꎬ从中

观产业层面ꎬ中国可以扩大对波兰的纺织业出口和食品业进口ꎬ以此来合理

扩大双边贸易ꎬ避免产业竞争并形成优势产业互补ꎮ
综上ꎬ在平衡中波贸易问题上可得以下几点启示ꎮ
首先ꎬ中波产业间有很强的互补性ꎮ 尤其是在食品及食品加工制造业ꎬ

波兰具有非常强的出口优势ꎬ并且波兰的食品制造具有很高的质量保证ꎬ而
中国在该行业并未表现出较强的行业竞争力ꎬ因此ꎬ扩大对波兰农副产品的

进口是促进双边贸易的有效发力方向ꎬ有助于改善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现象ꎮ
其次ꎬ中波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一定的竞争性ꎬ都有较强的出

口优势ꎬ且历年的进出口产品也具有一定的重合性ꎬ如家具、服装、玩具和橡

胶制品等都是两国相互出口的商品种类ꎬ但该类产品进出口份额一直稳定ꎬ
也说明该类产业的竞争性有限ꎬ多数情况下应为同一价值链下的不同加工制

造环节ꎬ因此还有一定的市场空间ꎮ 但两国都应积极争取制造业升级ꎬ从而

到达价值链的上游环节ꎬ才能获得更高的出口附加值ꎬ提高本国经济水平ꎮ
最后ꎬ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ꎬ传统贸易向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转变ꎬ

为打破中波贸易总额不高且贸易不平衡现象ꎬ中国应积极探索对外直接投资

模式ꎬ充分利用波兰在中东欧乃至欧盟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ꎬ参与到其现

有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中ꎬ从而将波兰作为连接欧盟地区的门户国家ꎬ更有利

于拓展中波贸易合作领域ꎬ扩大双边总出口额和出口附加值ꎬ促进两国经济

进一步发展ꎬ切实做到互利共赢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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