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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贸易结构与产业竞争
———兼论中国产业面临的挑战

徐 　梅 3

内容提要 :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中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 中

日之间的产业内分工日益深化 , 两国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中日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结构、市场开放等方面存在差异 , 而且中

国的部分产业还处于相对劣势 , 在对日竞争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今后 ,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中日产业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中国在扩大市场开放的同

时 , 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 增强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

量和质量标准 , 从而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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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 产业总体竞争力不断提高 ,

标有 “中国制造”字样的产品已遍布世界各地。与此同时 , 中日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 , 中国对日出口的部分产品越来越显示出竞争优势。但是 ,

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 , 与发达国家日本相比 , 在高精尖产品的竞争上

仍存在明显差距。本文主要运用一些数据和指标 , 分析中日贸易的商品

结构、各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市场开放状况 , 通过中日主要产业的竞

争力比较 , 探讨市场进一步开放后中国产业在对日竞争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 　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及产业分工状况

自 1999年以来 , 中日贸易额已连续九年创历史最高纪录。2007

年 , 中日贸易额比上年增长了 1319% , 创下 236012亿美元的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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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019% , 仅次于中国同欧盟 (1614% ) 和美

国 (1319% ) 的贸易额。其中 , 对日出口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重为

814% , 日本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地 ; 对日进口在中国进口中所占比重为

1410% ,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地 , 中国对日贸易逆差为 31818亿美元。①

中国对日出口商品以机械、工业用原材料、纺织品、食品为主。以

2007年为例 (参见表 1) , 在中国对日出口中 , 一般机械和电子机械产

品占 3314% , 工业用原材料占 1814% , 纺织品占 1611% , 粮食类消费

品占 612%。如果从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日出口各类商品的市场份额来看 ,

中国的情况是 : 粮食类消费品占 1515% , 低于美国 , 但明显高于亚洲

表 1　2007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日出口的各类商品的市场份额

日本进口地
进口商品

世界
(亿美元 )

美国①
欧盟

15国①
亚洲“四小
龙”①

东盟
四国①

中国

① ② ③

进口额 (亿美元 ) 621018 70814 62715 55514 70719 127614

粮食类消费品 51017 2516 1011 415 818 1515 612 010

工业用原材料 318211 515 618 513 1212 714 1814 3318

　粗原料 43712 716 412 315 2116 316 112 315

　矿物性燃料 172011 010 010 212 1115 115 210 118

　化工类 44515 2015 3218 1018 610 1418 512 1319

　金属类 30611 510 712 1412 416 1219 311 911

　纤维类 4817 415 1119 1311 1017 5011 119 216

生产设备 152716 2017 1215 1814 1215 3017 3618 5317

　一般机械 55715 1916 1514 1119 1011 3814 1618 1816

　电子机械 71317 1613 810 2515 1516 2917 1616 2612

　运输机器 13019 4511 1919 610 917 1210 112 412

非耐用消费品 39316 810 1416 116 313 6617 2016 010

　纺织品 25016 010 613 114 312 8210 1611 010

耐用消费品 44913 616 2113 715 915 4516 1611 419

　家庭用品 1510 417 2313 810 513 5313 010 010

　家用电器 7017 116 315 311 2513 6511 316 010

　汽 车 7616 615 7610 010 010 010 010 213

　两轮车、自行车类 1612 1213 1015 1815 419 5119 010 010

　玩具、乐器类 7518 511 317 415 414 8015 418 110

其 他 14716 1616 913 2814 1819 1711 210 616

　　注 : ①列表示主要国家和地区对日出口的各类商品在日本同类商品进口中所占的比重
( % ) ; ②列表示各类商品在日本对华进口中所占的比重 ( % ) ; ③列表示各类商品在日本对
华出口中所占的比重 ( % )。其中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 : 笔者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 (JETRO) 的统计资料计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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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 ”和东盟四国 ; 一般机械和电子机械产品分别超过四分之一 ,

运输机器占 1210% , 低于欧美 ; 纺织品占 8210% , 处于绝对优势 ; 各

类耐用消费品大都占 50%以上 , 只有汽车处于绝对劣势 ; 工业用原材

料占 714% , 其中 , 粗原料和矿物性原料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明显低于东

盟四国 , 化工类原料远低于欧盟和美国 , 金属类原料高于欧美和东盟四

国 , 纤维类原料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中国对日进口商品以机械机器和化学、金属等工业用原材料为主。

其中 , 机械机器类产品在中国对日进口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 , 化工、金

属等工业用原材料占三分之一。从贸易收支来看 , 中国的纺织品、粮食

类消费品、家用电器等产品对日贸易处于顺差结构 , 而一般机械、电子

机械、汽车以及化学、金属类原材料等产品对日贸易处于逆差结构。

从上述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中可见 , 电子机械和一般机械等机械类

产品占交易商品的一半左右 , 这表明中日之间的产业内分工不断深化 ,

中日贸易逐步从过去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如表 2所示 ,

2005年中国的对日产业内分工指数为 3115, 比 2002年提高了 615个百

分点 , 与 1995年相比则提高了近 9个百分点。对日产业内分工指数上

升 , 意味着中日两国间的互补性有所减弱 , 竞争性有所增强。但是 , 如

果从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分工指数变化来看 , 中日产业内分

工水平尚落后于中国与东盟、韩国的产业内分工 , 也低于总体平均水

平。因而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 , 中日贸易仍将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表 2　中国对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产业内分工指数的变化

年 度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对世界 3414 3319 3411 3419 3619 3813 3811 3815 3716 3714 3814

对日本 2216 2314 2610 2617 2515 2613 2514 2510 2613 2913 3115

对韩国 2811 2816 2612 2510 2710 2914 3014 3216 3118 3214 3410

对东盟 2512 2812 3010 3616 4017 4211 4311 4113 4012 4014 3912

　　注 : 东盟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

资料来源 : 日本貿易振興会 ã貿易投資白書 ä、2006年、76頁。

二 　中日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

考察一国产业的竞争力有很多角度。本文主要立足于贸易 , 从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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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业的发展实态出发 , 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 (MS)、贸易特化系数

( TSC)、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 ) 等指标 , 分析和比较中日主要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状况。

(一 ) MS

MS是指某类商品出口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中所占的比率 , 是衡量

某类商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后 , 随着中国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 , 主要产业商品的 MS均不断上升。相比之下 , 日本主要

产业商品的 MS则普遍下降。

如表 3显示 , 2006年 , 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 MS分别为 2213%和

3016% , 日本这两项合计为 312% , 而且在 2005年的世界化纤产品生

产量中 , 中国占 4418% , 日本仅占 219%。① 办公通讯设备的 MS接近

20% , 已超过日本 ; 农产品的 MS为 314% , 远高于农产品依靠进口的

日本。但是 , 汽车的 MS仅为 114% , 与日本的 1317%相比 , 相差悬

殊 ; 钢铁产品、化学品和商业服务业的 MS分别为 817%、 316%和

313% , 均低于日本。

表 3　中日主要产业商品的 MS

( % )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06年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农产品 115 - 214 - 310 - 314 -

钢铁产品 013 2011 112 1118 311 1014 817 810

化学品 018 417 113 513 211 610 316 416

办公通讯设备 011 2111 110 2215 415 1112 1918 619

汽 车 010 1918 011 2018 013 1513 114 1317

纺织品 416 913 619 516 1012 414 2213 312

服 装 410 - 819 - 1812 - 3016 -

商业服务业 017 513 211 418 313 414

　　注 : 笔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 TO) 各年国际贸易统计数据计算编制。

(二 ) TSC

TSC主要反映某类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状况 , 其计算公式为 TSCij =

(Xij - M ij ) / ( Xij +M ij ) , Xij和 M ij分别表示 i国 j产业商品的出口额和

进口额。当某类商品的 TSC > 0时 , 说明该类商品的出口具有比较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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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数值越接近 1, 该类商品的竞争力越强 ; 反之 , 当 TSC < 0时 , 说明该

类商品的出口处于比较劣势 , 数值越接近 - 1, 该类商品的竞争力越弱。

从表 4中可见 , 中国服装产品的 TSC大于 019, 远高于日本 , 贸易

竞争力较强 ; 纺织品的 TSC近年来呈增大趋势 , 已超过日本 , 具有一

定的竞争力 ; 办公通讯设备的 TSC已改变了负值状态 , 逐步具有竞争

力并有赶超日本之势 ; 农产品的 TSC为负值 , 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

力 , 但与日本相比 ,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 汽车的 TSC逐年增大 , 但

与日本相比几乎没有竞争力 ; 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逐步具有竞争力 , 化

学品缺乏竞争力 , 二者与日本相比总体处于相对劣势。

表 4　中日主要产业商品的 TSC

年 份 1990 2000 2004 2005 2006

中 国

农产品 01123 - 01088 - 01273 - 01223 - 01227

钢铁产品 - 01376 - 01255 - 01154 01201

化学品 - 01428 - 01425 - 01369 - 01323

办公通讯设备 - 01130 - 01011 01143 01169 01184

汽 车 - 01749 - 01412 - 01394 - 01153 - 01126

纺织品 01154 01114 01372 01452 01497

服 装 01990 01936 01951 01957 01964

商业服务业 - 01091 - 01075 - 01057 - 01047

日 本

农产品 - 01878 - 01868 - 01846 - 01833 - 01820

钢铁产品 01600 01612 01585 01643

化学品 01150 01165 01162 01172

办公通讯设备 01712 01280 01229 01188 01183

汽 车 01801 01797 01801 01806 01818

纺织品 01174 01175 01121 01086 01058

服 装 - 01878 - 01947 - 01945 - 01957 - 01960

商业服务业 - 01261 - 01170 - 01104 - 01079

　　注 : 笔者根据 2007年 W TO国际贸易统计资料计算编制。

(三 ) RCA

RCA是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 其公式为 : RCA ij =

(Xij /Xit ) / ( Xw j /Xwt ) , Xij表示 i国 j产业商品的出口额 ; Xit表示 i国

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 ; Xwj表示世界 j产业商品的出口额 ; Xwt表示世界

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RCA可以反映一国某类商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

优势所形成的实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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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 当某类商品的 RCA > 215时 , 表示该类商品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 ; 当 1125 < RCA < 2125时 , 表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 当 018 <

RCA < 1125时 , 表示具有中等竞争力 ; 当 RCA < 018时 , 表示竞争力较

弱。依据此 , 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 中国的服装纺织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

争力 ; 办公通讯设备已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 农产品的 RCA虽然呈下降

之势 , 但与日本相比总体处于相对优势 ; 钢铁产品开始形成竞争力 ; 化

学品的竞争力较弱 ; 汽车的竞争力与日本相差悬殊 (参见表 5)。

表 5　中日主要产业商品的 RCA

年 份 2000 2004 2005 2006
中国
农产品 01733 01477 01452 01436
钢铁产品 01783 01793 01806 11097
化学品 01527 01411 01431 01447

办公通讯设备 11151 21302 21357 21475
汽车产品 - 　 01117 01143 01179
纺织品 21600 21667 21700 21778

服 装 41531 31714 31593 31769
日 本
农产品 - 　 - 　 01119 01128
钢铁产品 11348 11414 11484 11484
化学品 01785 01794 01807 01864
办公通讯设备 11487 11437 11310 11275
汽车产品 21000 21170 21275 21548
纺织品 01600 01619 01600 01611
服 装 - 　 - 　 - 　 - 　

　　注 : 笔者根据 W TO各年国际贸易统计资料计算编制。

需要指出的是 :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 , 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较高 ,

2001年以来一直在 50%以上 , 2007年达到 5717%。① 这些企业出口商

品的核心技术通常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 中国从中获取的只是附加值较低

的加工费。所以 , 上述指标多少含有夸大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成分。

三 　中日两国的市场开放状况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

—87—

① 家陽一 ã日中 済関係の現状と展望 ä。参见 2008年 3月 1日在日本贸易振兴会北

京中心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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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程度。随着经济国际化、区域化的快速发展 , 各国家

和地区纷纷降低贸易壁垒 , 日益开放市场 , 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

自 2001年底入世以来 , 中国不断削减关税 , 总体关税水平已从

2001年的 1513%降至 2007年的 918%。但是 , 这一关税水平仍明显高

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 尤其非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比欧盟和美

国分别高 511个和 517个百分点 , 比日本高 612个百分点 , 甚至比韩国

也高出 214个百分点。而日本除皮革鞋类外 , 各类非农产品的关税都低

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 如日本机械设备产品的平均关税几乎为零 , 木材和

纸浆、矿物金属、化学等产品的平均关税都在 3%以下 , 纺织品和服装

的平均关税虽然在 5%以上 , 但低于欧美韩和中国的关税水平。

表 6　200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各产业的关税水平

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欧盟

总体关税水平 919 516 1211 315 514

农产品 1517 2413 4718 513 1511

动物产品 1418 1515 2211 215 2514

奶制品 1212 17811 6715 2510 5318

水果、蔬菜等 1419 1219 5712 510 1118

咖啡、茶 1416 1617 5319 411 615

谷类 2414 7616 13413 318 2516

油脂类 1110 1018 3716 416 519

糖果类 2714 2713 1910 2015 3219

饮料、烟草 2217 1515 3117 1519 2012

棉花 2210 010 110 512 010

其他农产品 1210 613 1519 111 513

鱼类产品 1110 517 1611 111 1013

非农产品 910 218 616 313 319

矿物金属 717 110 418 117 119

化学品 617 215 518 218 416

木材、纸浆等 419 019 214 014 111

纺织品 917 515 912 719 616

服装 1611 912 1216 1115 1115

皮革、鞋等 1310 1510 719 413 412

非电子机械 813 010 610 112 117

电子机械 817 012 610 117 215

运输机器 1116 010 514 311 411

其他制造业产品 1117 111 614 211 214

　　注 : 表中数据为最惠国待遇关税。笔者根据 2006年 W TO关税概况统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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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一直是日本、韩国等国保护的重点领域 , 韩国农产品的平均

关税高达 4718% , 日本为 2413% , 分别比中国高出 32个和近 10个百

分点 , 更远远高于美国。当然 , 日本并非对所有农产品都征收高额关

税 , 而主要是针对大米等谷类、糖类、奶制品等征收高关税 , 像棉花、

蔬菜水果、饮料烟草、一些鱼类产品的关税则低于中国 (参见表 6)。

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不断降低关税 , 非关税壁垒越来越成为阻碍贸

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非关税壁垒一般包括贸易权、流通权、进口许

可、进口配额、标准认证、卫生检疫、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 , 有的学者

将这些内容进行量化后得出非关税壁垒指数。如果将中日两国 2005年

的非关税壁垒指数进行比较 , 中国的非关税壁垒指数低于日本 , 尤其知

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日本在机械、商业运输、化学等领域采取的主要非关

税壁垒措施。①

四 　中国主要产业在对日竞争中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 , 中日两国产业在进出口商品结构、国际竞争力、市场开

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 中国某些产业还处于比较劣势 , 在对日竞争中

面临着挑战。而且 ,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以及中日产业内分工的深

化 , 今后这种挑战将更多地体现在某些产业的特定品种上。

(一 ) 农业

与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农业大国相比 , 中国的农业处于竞争劣势。

但是 , 若与世界农产品进口大国日本相比 , 中国的农业又总体处于相对

优势。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对本国农业实施保护措施 , 对一些农产品进口

征收较高关税 , 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受到限制。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的

发展 , 近年来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有所松动 , 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将是

今后日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另一方面 , 进入 21世纪以后 , 中日间围绕农产品的贸易摩擦增多。

2006年 5月 , 日本开始实施有关农产品的 “肯定列表制度 ”, 其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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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化学品涉及中国对日出口的大部分农产品 , 这对中国对日农产品

出口形成新的壁垒。所以 , 要扩大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 不仅需要尽快提

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标准 , 扩大深加工产品出口 , 而且需要完

善现行的食品安全制度和检疫标准等。

(二 ) 纺织服装业

纺织服装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 , 是中国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这一产业 , 从整体上看 , 中国比日本更有竞争力 , 尤其是低附加值、批

量加工生产的化纤、棉、丝麻、服装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近年

来 , 由于中国不断下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退税率以及日本国内需求疲

软、对华进口加强非关税壁垒保护、纺织服装产品进口市场趋于多元化

等原因 , 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对日出口有放缓之势。

与中国相比 , 日本更注重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投入 , 在技术含量高的

人造纤维、针织品、面料等方面具有优势 , 对华出口高档纺织服装产品

存在增长潜力。另外 , 在日本市场上 , 中国要面对其他供应国的竞争 ,

如日本已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等分别签署了经济伙伴协

定 , 其中就包括削减纺织品关税内容 , 这些国家对日出口的丝绸、衬衫

等产品对中国同类产品必将形成竞争。因此 , 中国要进一步扩大纺织服

装产品的对日出口 , 需要改变生产结构 , 提高纺织技术水平 , 在产品的

多样化和个性化上下工夫 , 并主动应对不断增多的技术壁垒。

(三 ) 电机产业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电机产品加工基地和出口大国。2006年 , 中

国的计算机、视盘播放机、数码相机、手机等产品的产量 , 均超过或接

近世界产量的一半。① 在中国的对日贸易中 , 电机产品所占比重最大 ,

而且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 , 如洗衣机、空调、计算机及零配件等产品已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作为中国的基础性产业 , 电机产业将具有一定的成

长潜力。

但是 , 由于电机产业具有更新速度快、竞争激烈的特点 , 中国不仅

要面对来自日本国内产业的竞争 , 如日本在高端的数字式集成电路、电

子计算器、影像器械、电子管半导体、液晶屏以及工作机械、建筑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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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 还要面对来自韩国、中国台湾、美国、东盟等国

家和地区的竞争。因此 ,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产品技术含量 , 是中国电

机产业必须面对的挑战。

(四 ) 汽车产业

随着中国汽车产量的迅速增加 , 在 2005年的世界汽车产量中 , 中

国所占比重已上升到 816%。① 尽管如此 , 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较弱 , 生产集中度较低 , 主要汽车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还不到 1% , 而

且对外资依赖性强 , 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 , 自有产品中除中型货车外基

本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中日汽车贸易中 , 中国处于逆差 , 尤其整车贸易逆差十分突出 ,

而日本的汽车及其零配件出口竞争力较强。如果中国对日进一步开放汽

车市场 , 将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冲击 , 也会加剧日本在中国市场上与

德国、美国、韩国和法国的竞争。结果很可能是 , 在华投资的欧美汽车

厂商增加从日本的零部件进口 , 从日本的进口部分取代从欧美的进口 ,

中国对日汽车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因此 , 加快汽车业重组 , 培育企业

自主研发能力 , 树立自己的品牌 , 是中国汽车产业亟待解决的课题。

(五 ) 钢铁产业

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 , 但生产集中度偏低 , 且 70%以上是钢

棒、线材、螺纹钢、普通中板、焊管等低附加值产品 , 在冷热轧板材、

电镀板、不锈钢、石油管等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供给上存在缺口。而且 ,

近几年 , 中国还对日增加了薄钢板、型材钢、不锈钢、镀锌板材等产品

的进口 , 对日钢铁贸易逆差扩大。

自 2007年 4月以来 , 中国开始逐步降低和取消一些低端钢铁产品

的出口退税率 , 加征出口关税 , 以控制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的生产 , 这

将影响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对日出口。另一方面 ,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 , 房地产、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的繁荣 , 带动了对钢铁的需求 ,

只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 预计对日进口高端产品仍将具有潜力。目

前 , 中国钢铁业的当务之急是 , 减少对低端产品的投资和生产 , 优化生

产工艺和产品结构 , 降低投资风险和成本 , 引进技术和资金 , 提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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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量和规模效益。

(六 ) 化学产业

与日本相比 , 中国的化学产业尤其是有机化学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中国对日出口主要是包装用和家庭用塑料等无机化学制品 , 而日本却是

中国化学品的主要进口地之一 , 中国对日化学品贸易为逆差结构。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 , 中国政府鼓励外

资进入合成材料、精细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环保材料等领域 , 中国在

这些产品的供给上存在较大缺口。伴随中日间能源环保领域合作的展开

和深化 , 预计日本企业对华环保材料等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将会增加。改

变中国化学产业的劣势地位 , 需要优化产业结构 ,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七 ) 商业服务业

随着货物贸易规模的扩大、跨境人员流动的增加以及国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 , 中国的运输、旅游等服务贸易迅速增长 , 中国已成为世界海运

大国和亚洲新崛起的旅游客源国。但是 , 从总体上看 , 中国的服务业水

平偏低 , 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结构。

一般而言 , 商业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发达国家。日本的服务业虽然

比美英德等发达国家落后 , 但与中国相比 , 总体处于优势。随着日本对

华制造业投资日趋成熟 , 对华投资产业结构也在调整 , 加之中国不断放

宽服务业外资政策 , 日本对华投资已呈现出从制造业向金融、租赁、流

通等服务业转移的倾向。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 , 将是今后中国服务业

发展的一个趋势 , 这将有利于日本企业进入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金

融等领域 , 也将加剧中国的服务业竞争 , 进而带动通讯、信息、咨询及

广告宣传等服务贸易的增长。当然 , 中国具有一定优势的传统服务业也

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总之 , 随着世界经济自由化发展 , 中国市场将会进一步开放 , 中国

产业将会面对来自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竞争和挑战 , 特别是那

些处于劣势的产业将承受较大的压力和冲击。但是 , 从长期来看 , 会促

使这些产业调整生产结构 , 提高研发创新能力 , 从而提升中国产业的整

体竞争力 , 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 但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责任编辑 : 李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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