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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业产业发展理论文库：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研究》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波特理论的指
导下，在综述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需求与供给关系，运用
定性结合定量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实施效果，包括中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
实施效果、林业国际化经营政策实施效果等。
在对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进行了广泛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典型省份的政策
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指标体系对中国林
产品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综合评价。
总之，本著作为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对政府相关决
策部门制定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和林业产业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对有关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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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林产品贸易长期实施静态比较优势战略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现实的林产品对外贸易
而言，劳动密集型林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第二，就长期的林产品对外贸易而言，劳动密集
型林产品出口也不能够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
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无力带
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也使得林产品对外贸易的对于林业产业发展的引擎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20世纪80年代，“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曾是当时国家提倡的最佳企业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经济
条件下，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刘志忠，王耀中，2003）。
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利用自身劳动力优势创汇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林产品贸易方式中，胶合板的来料加工贸易已占胶合板进口总量50%以上（叶克林、熊满珍，2006
），而家具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0%（田园等，2006）。
在有关行业的利益链条中，外商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中国得到的是最小的一份，微薄的加工费而已，
而且开始品尝环境严重污染的苦果。
很多学者（宋维明，2000；程宝栋，2004；田园，2006）得出结论，上述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是中国林产品产品自身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长期依赖加工贸易和国家的一些短期扶植措施，会使中国林产品产业陷入价值链的低层次循环，阻碍
中国林产品产业的成长。
虽然现有的林产品的外贸政策对迅速开拓国际市场有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
本的提高，现有的贸易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因此，中国林产品外贸政策应鼓励林产品和林业企业尽快走上发展自主设计、自有品牌、提高市场附
加值的道路，以形成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
　　因而，中国的林产品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
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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