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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加工贸易倍增计划问题研究

前 言

加工贸易是对外贸易的一种形式，发展加工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顺应经济全球

化和国际分工精细化发展趋势的重要方式，对地区参与全球分工，嵌入全球产业链，

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对吸纳就业、推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014 年 7 月，广西强势启动“加工贸易倍增计划”，加工贸易发展达到历史最好

水平，2014 年全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 83.8 亿美元，高速增长 63.6%，拉动整体外贸进

出口额增长 9.9 个百分点，“外贸强区”的带动能力不断提升，外贸发展的后劲明显

增强，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南宁市作为广西首府，且 2008 年 4 月被国家商务部列入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

点承接地，近年来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已于 2014 年超越一般贸易成为南宁市第一大贸

易方式，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主要力量。虽然南宁市加工贸易总量规模、发展速度在

广西区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受各方面因素制约，目前加工贸易发展仍面临基础薄弱、

产业附加值不高、转型升级难等诸多问题，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量的任务较

容易完成，更重要的是加工贸易发展质的问题，因此促进南宁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实现“增量、提质”是本课题研究报告的重点所在。

一、南宁市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的背景及意义

（一）加工贸易的内涵及特征

1. 内涵

加工贸易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基础上的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具体是指经营企

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统称料件），经过加工

或者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①。其中来料加工

贸易，是指外商提供全部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必要

①定义出自 2014 年 3 月 12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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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供设备，由承接方加工单位按外商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外商销售，承接

方收取工缴费，外商提供的作价设备价款，承接方用工缴费偿还的业务。

进料加工贸易，是指我方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

套件、包装物料等，经加工成为成品或半成品后再外销出口的交易形式。进料加工贸

易与来料加工贸易都是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对应。

来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的区别：一是来料加工贸易由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

原料、材料、辅助材料，制成品交外商销售，加工企业只收取加工费；而进料加工贸

易由中方企业自行从国际市场组织原辅材料，进口时需对外付汇。二是来料加工贸易

属于委托生产，企业基本没有自主权，无须自主开拓市场；而进料加工贸易，企业有

自主权，根据自身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选择市场上适销商品进料加工，需自行

开拓国际市场，寻找客户，接洽订单。三是来料加工贸易的料件和成品均属委托方所

有，承接方无须支付进口费用也不承担销售风险；进料加工贸易，中方企业对从原辅

料进口直至成品销售的全过程独立承担商业风险。

2. 特征

加工贸易是与一般贸易相对应的贸易方式，是向海关申报时对贸易性质的分类之

一，不同贸易性质对应不同的海关监管方式。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通常是指工业发

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

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销售。从狭义上

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加工贸易的特

点主要体现在与一般贸易的区别上。

第一，从参与贸易的货物来源角度分析，一般贸易货物主要来自本国的要素资源，

符合本国的原产地规则，是正常的国际买卖，是海关的基本监管类型；而加工贸易的

货物主要来自国外的要素资源，不符合我国的原产地规则，而只是在我国进行了加工

或装配。

第二，从参与贸易的企业收益分析，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获得的收益主要来自生

产成本或收购成本与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而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质上只收取

了加工费。

第三，从税收的角度分析，一般贸易的进口要缴纳进口环节税，出口时在征收增

值税后退还部分税收；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不征收进口环节税，而实行海关监管保税，

出口时也不再征收增值税。如果需要卖给国内，需要按照一般贸易进行补税。

（二）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的背景

南宁市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的背景可以从国际、国家、自治区以及南宁市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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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进行分析。

1. 国际层面

一是世界贸易在低谷徘徊。2008 年金融危机后，作为加工贸易主要市场的发达经

济体陷入低增长和高债务的“新常态”，市场需求放缓，国际产业转移放慢，2009～

2012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2.7%，2013年为2.1%，2014年为2.8%，预计2015年为3.3%。

受经济形势和世界贸易的影响，加工贸易的增速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

二是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回归。部分跨国公司出于贴近消费市场、避免供应链过长

而受冲击等考虑，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产业链全球布局有所收缩。如日

本、德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制造业的竞争，美国则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

的重要战略。在高端产业领域，发达经济体利用科技、人才优势抢占新兴技术前沿，

促进本土“再工业化”，已取得明显成效。过去 5 年间，美国出口额年均增长 9%，

欧盟出口额年均增长 8.2%，均超过全球出口额总体增速。发达国家将生产布局重新回

归本土，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加工贸易造成一定冲击，将限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的人才、技术、信息发展。

三是周边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在中低端产业领域，越南、印度、菲律宾、缅

甸等周边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和

更优惠的政策等因素，与我国形成竞争，主动承接加工制造业转移，促进出口快速增

长，加工贸易的“替代效应”日益明显。过去 5 年间，印度出口额年均增长 14.2%，

东盟出口额年均增长 9.8%。一方面，我国高端出口产业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更大竞争

压力，另一方面，中低端出口产业面临周边新兴经济体追赶，一些在华投资企业产能

向发达国家回流和向周边新兴经济体分流，竞争优势有所弱化。

2. 国家层面

一是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随着我国工业用地日益紧张、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

原本土地、人力资源的优势逐渐丧失，发达国家有将原本布局在我国的生产基地转移

到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趋势，而我国珠三角也已经出现加工贸易企业搬

离的苗头。辩证地看，这又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南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加工贸易

转移提供了机遇。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应对“新常态”的国家

战略，既包括“走出去”，也包括“引进来”。尽管当前世界贸易处于低谷，但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对外贸易十分抢眼，2013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超

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2014 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 8.65 万亿元，

增长 2.8%。中国外贸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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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治区层面

201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由于受国内外市场普

遍出现萎缩、国内劳动力成本开始增高、国内的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出现下滑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加工贸易的整体态势并不乐观。面对严峻形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提出，

2014 年在政策支持、区域布局、招商推介、扶持龙头企业以及通关便利化等五大方面，

全力推进加工贸易倍增计划，即从 2014 年开始，争取用 3 年时间使全区加工贸易额突

破 100 亿美元，较 2013 年实现翻番，争取用 5 年时间使加工贸易占外贸进出口比重达

30%。广西通过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加工贸易达到历史最好水平，2014 年全

区加工贸易额达 83.8 亿美元，高速增长 63.6%，拉动整体外贸进出口增长 9.9 个百分点。

4. 南宁市层面

2008 年 4 月，国家商务部把南宁市列入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201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加工贸易倍增计划，南宁市作为广西的首府，理应落实广西

的部署，提高加工贸易发展水平。2014 年 10 月，《南宁市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工

作方案》实施，提出“力争到 2016 年全市加工贸易额实现翻一番，全市加工贸易进出

口总额达 40.91 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区出口 40%以上”。在《方案》的刺激下，

2015 年 1～5 月，南宁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13.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97%，

位列全区第一，其中出口 7.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46%，进口 6.2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35.21%，完成全年加工贸易进出口目标 31.5 亿美元的 43.11%。加工贸易进出口总

额占全市外贸进出口的 64.64%，占全区加贸进出口比重的 44.69%。南宁市加工贸易

倍增计划的成效已经突显，但转型升级任务仍然繁重。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南宁市发展加工贸易既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的竞争

环境，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规避

不利因素，把握时机，促进南宁市加工贸易发展更上新台阶。

（三）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的重要意义

1. 有利于吸纳劳动就业和培养产业工人

2012 年，我国加工贸易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在 3 000 万人左右，带动的相关上下

游行业就业人数在 1 000 万人左右，合计吸纳和带动就业 4 000 万人左右。根据东莞市

的统计，加工贸易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劳动就业岗位超过 800 万个，比 20 年前增长了 8

倍多；20 年间，加工贸易累计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 2 000 万个；三星集团在苏州落户

的 25 年内，先后培养了 500 余个高级研发人员、2 500 个中高层管理人员和 4 万余个

熟练的产业工人。据劳动部门不完全统计，2014 年，加工贸易带动广西就业人口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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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增至 3 万元左右，间接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化教育、家政

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壮大。因此，发展加工贸易，可以增加南宁市就业岗位，为南宁市

培养大批技术、管理人才和产业工人。

2. 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总量

大量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学者搜集了

1980～2011 年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和 GDP 数据，研究了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之

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加工贸易长期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长期效应明显

大于短期效应。有学者以 1994～2013 年的数据作为依据，从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

易进口额和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这三个方面对湖南省 GDP 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线性回

归分析和检验，表明加工贸易对湖南省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覃波、高安刚（2015）

对广西的研究表明，广西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加工贸易总额每增加 1 个

单位，就使 GDP 平均增加 0.769 385 个单位，表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对广西 GDP 的

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因此，发展加工贸易也必然能够促进南宁市经济增长和提高其经

济总量。

3. 有利于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家产业分工越来越

精细，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置身于世界市场体系外，产业链已经将全球捆绑在一起。

加工贸易的原料、产品“两头在外”，是南宁市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积极参与国

际产业分工的捷径。南宁市通过掌握国际产业链的某一环节，就可以与世界发展保持

同步，不至于被世界经济浪潮淘汰。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一大批国内企业由于融入

了全球生产网络，从而获得了发展的良机。例如，天语等国内手机品牌通过为诺基亚

手机配套实现了超越发展。南宁市只有积极主动地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嵌入全球产业

链，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体系。

4. 有利于推动本土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在加工贸易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承接方一般都能接收到委托方带来的技术和资本

溢出效应，这对推动本土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有直接作用。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全球

最大液晶显示器生产商冠捷科技、拥有全球闪存基础知识产权的朗科科技、全球最大

的音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三诺电子等已成为广西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广西鸿盛达的

芯片研发填补了广西的空白，加工贸易企业正有力推动“广西制造”走向“广西创造”；

南宁富士康研发检测认证中心成为国内一流、集团内部最先进的研发基地之一。这些

案例都充分说明，发展加工贸易有利于推动本土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这对区域创新能

力不强的南宁市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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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利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和带动配套产业发展

一般而言，加工贸易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

特点，符合产业进化规律，适合南宁市市情，是南宁市实施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

如果政策措施到位，加工贸易还能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例如，惠普、华硕等世

界笔记本制造巨头落户重庆，带来了富士康、英达等六大世界级代工企业，带动了近

900 家配套企业。富士康等众多知名电子代工企业先后扎根南宁，吸引了大批配套企

业入驻，也带动了南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飞

速发展，在南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甚至还形成了产业集群，

使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高速增长。因此，加工贸易推动工业化和带动配套产业发展的作

用也是明显的。

二、南宁市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自 2008 年 4 月国家商务部把南宁市列入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以来，

南宁市配合国家加工贸易政策导向，结合市情，把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重点放在

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区域，综合采取多种方式，吸引这些区域内发展程度较高的加

工贸易型企业来南宁投资。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之后，南宁市充

分抓住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北部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及大湄公河次区

域经济合作等历史机遇，积极营造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良好环境。尤其是 2014

年自治区实施三年“加工贸易倍增计划”以来，南宁市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承接

加工贸易转移工作成果凸现。

（一）加工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1. 加工贸易发展速度快

2008 年以来，南宁市加工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 2008 年

的 1.18 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26.21 亿美元（见表 1），6 年间增长 21.21 倍，年均

增长率达到 67.67%（见图 1）。

表 1 2008～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表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2008 年 0.83 0.35 1.18

2009 年 1.91 0.60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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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2010 年 3.03 0.71 3.74

2011 年 4.92 2.01 6.93

2012 年 12.29 7.82 20.11

2013 年 11.97 8.17 20.14

2014 年 15.08 11.13 26.21

2015 年上半年 9.28 7.74 17.02

其中，从加工贸易出口来看，2008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 0.83 亿美元，到

2014 年已经增至 15.08 亿美元，6 年间增长了 17.17 倍。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出口

同比增长 30.4%，占同期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5.23%增长到 57.62%。

从加工贸易进口来看，2008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进口总额为 0.35 亿美元，到 2014

年增至 11.13 亿美元，6 年间增长了 30.8 倍；占同期对外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12.28%增长至 2014 年的 50.66%。

从图1可以看出，2008～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发展速度总体较快，年均增速达

到67.67%，但呈现不稳定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加工贸易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受

南宁市近年来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加快和加大加工贸易企业招商引资力度影响最为显著。

图 1 2008～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增长趋势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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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工贸易占全市对外贸易比重逐年增大

自 2008 年以来，南宁市加工贸易占南宁市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逐年增加，加工贸

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从 2008 年的 6.25%增长到 2014 年的 54.42%

（见表 2），至此，加工贸易已超越一般贸易，成为南宁市第一大贸易方式。

表 2 2008～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与对外贸易数据表

年度 加工贸易额（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额（亿美元） 比重（%）

2008 年 1.17 18.71 6.25

2009 年 2.50 27.88 8.97

2010 年 3.74 22.13 16.9

2011 年 6.92 25.10 27.57

2012 年 20.11 41.47 48.49

2013 年 20.14 44.21 45.56

2014 年 26.20 48.14 54.42

3. 加工贸易发展规模居全区之首

2008～2014 年 6 年间，南宁市加工贸易总额占全区加工贸易总额比重逐年提高，

2008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额占全区比重仅为 9.63%，到了 2009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额占

比一跃达到 18.94%，至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

区占比分别高达 39.88%、39.27%、31.28%（见表 3）。

表 3 2008～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总额占全区加工贸易总额比重

年度
南宁市加工贸易总额

（亿美元）
全区加工贸易总额

（亿美元）
比重（%）

2008 年 1.17 12.15 9.63

2009 年 2.50 13.2 18.94

2010 年 3.74 17.46 21.42

2011 年 6.92 30.65 22.58

2012 年 20.11 50.43 39.88

2013 年 20.14 51.29 39.27

2014 年 26.20 83.75 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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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年的高速发展，南宁市加工贸易走出了一条突出特色优势产业、有机结合

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的发展之路，2014 年南宁市被自治区商务厅树立为全区

发展加工贸易、推动转型升级的先进典范。2015 年上半年，南宁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

额达到 17.02 亿美元，同比增速达到 34.01%，远高于全区增速，同时南宁市加工贸易

总额占广西比重超过 40%（见表 4）。

表 4 2015 年上半年广西各市加工贸易发展情况

地区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同比增速（%） 各市占广西的比重（%）

广西 420 396.33 4.82 100

南宁市 170 224.19 34.01 40.49

钦州市 145 876.57 8.79 34.70

北海市 61 218.15 －0.47 14.56

梧州市 10 734.38 －57.53 2.55

防城港市 7 922.99 －71.93 1.88

玉林市 7 460.26 17.01 1.77

桂林市 7 072.01 4.38 1.68

贵港市 2 940.93 －12.62 0.70

崇左市 2 415.31 458.95 0.57

柳州市 2 282.21 －43.65 0.54

贺州市 1 089.76 4.31 0.26

百色市 1 085.68 －61.96 0.26

来宾市 41.60 90.25 0.01

河池市 32.30 －3.58 0.01

（二）加工贸易企业情况分析

截至 2014 年 6 月，南宁市有加工贸易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共 23 家，其中全年加贸

进出口额 10 亿美元以上的企业 1 家，加贸进出口额 1 亿～10 亿美元的企业 1 家，加

贸进出口额 1 000 万～1 亿美元的企业 6 家，加贸进出口额 500 万～1 000 万美元的企

业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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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性质看，2014 年有进出口实绩的 23 家加贸企业中，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为 15 家、7 家、1 家，占加贸企业总数的 65.22%、30.43%和 4.35%

（见图 2）。

图 2 南宁市加工贸易企业性质构成

从企业出口产品类别看，当前南宁市出口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加贸企业 14 家，

占加贸企业总数的 60.87%，出口鞋类、工艺品、化工产品的加贸企业各 2 家，出口日

用品及其他产品的企业 3 家（见表 5）。

表 5 南宁市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类别

出口产品类别 企业个数

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 14 家

鞋类 2 家

工艺品 2 家

化工产品 2 家

日用品及其他产品 3 家

从加工贸易经营企业数量、行业和进出口占比分析，加工贸易在南宁市的开展范

围还是比较狭窄，从事的企业数量少，加工贸易规模有限，对南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30.43%

4.35%

65.22%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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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工贸易产业分布及产品结构

截至 2014 年，有加工贸易进出口实绩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东盟经济开发区这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 家，

主要从事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经济开发区、江南区 6 家，主要从事电子产品、

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加工；东盟经济开发区、武鸣县 4 家，主要从事鞋业、药业、渔

具加工；良庆区 4 家，主要从事日用品、工艺品加工。

当前，南宁市加工贸易出口产品还处于低附加值的水平，增值比较缓慢。一直以

来南宁市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都以传统的服装、五金塑料制品和罐头食品等粗放型初级

加工为主，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较少。随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的深

入推进，南宁市的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以服装、五金塑料制

品、罐头食品等粗放型初级加工为主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为代表、资本

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并重的局面。主要进口产品有集成电路、耳机零附件、PBT 塑胶

料、聚丙烯等；主要出口产品有平板电脑、调制解调器、耳机、导航设备、通信设备、

电脑零附件、电感线圈、树脂、氨基酸、女装和皮鞋等。

从南宁市加工贸易产业所在链条看，南宁市加工贸易企业大多都只是简单的参与

组织加工环节，对于其他设计、销售等增值环节参与很少，因而在加工贸易“微笑曲

线”中，南宁市加工贸易产品基本仍处于低附加值的状态。

（四）加工贸易对南宁市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2008 年以来，南宁市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得到了长足稳定的发

展。本课题将采用国内学者基于简单凯恩斯模型推导出的测算公式，用量化指标体现

南宁市加工贸易对南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其中加工贸易的净出口对 GDP 增长

的贡献度=ΔNE/ΔY×100%=加工贸易的净出口额/GDP 增加额×100%；加工贸易净

出口对 GDP 增长的拉动度=（ΔNE/ΔY）×（ΔY/Y），其中公式中的 Y 代表国内

生产总值（GDP），Δ表示增加值，NE 表示净出口值。

根据以上公式，可以计算出南宁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2008～

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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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南宁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及拉动度

年份
GDP 增量
（亿元）

加工贸易净出口
增量（亿元）

贡献度
（%）

GDP 增长率
（%）

拉动度
（%）

2008 年 253.22 3.67 1.44 14.50 0.20

2009 年 176.17 7.41 4.20 15.00 0.60

2010 年 308.05 7.59 2.40 14.20 0.34

2011 年 411.08 12.17 2.96 13.50 0.40

2012 年 292.04 46.54 15.93 12.30 2.00

2013 年 299.99 -1.95 -0.65 10.30 -0.06

2014 年 344.76 19.31 5.60 8.50 0.40

从表 6 可以看出，2008～2014 年，南宁市加工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

度为 4.55 个百分点，对 GDP 平均拉动度为 1.07 个百分点，贸易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看出，首先，当各年加工贸易净出口量增加的时候，加工贸易

正向拉动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拉动度都是正值；其次，从总体上来看，

南宁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自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平稳回升，未来

加工贸易对南宁市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必将越来越大。

三、南宁市加工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加工贸易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现代企业选择投资地点时已并不单看投资优惠政策，产业集群更是招商引资的重

要竞争力。集群内，一个企业不仅可以直接利用自身已拥有的资源，而且可以间接地

利用更多非自有的资源，扩展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扩大企业的规模。我国东部

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规模较大、配套齐全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效应使得在

产业链上的有限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快速方便，对企业生产环境的配套

支持、成本的降低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宁市属于工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

经过多年努力，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农产品加工业、机械与装备制造业、铝加工业、电

子信息业、生物工程与制药业、化工业、建材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八个重点产业，

但由于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产业部门未得到有效发展，产业配套能力不

足，限制了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某些企业转移过来后，由于中间产品外购成本过高也

难以集群植根。2013 年，南宁市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2 557.13 亿元，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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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个省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排名第 22 位，在广西区内落后于柳州市（3 917.85 亿元）。

南宁市的加工贸易基础较为薄弱，龙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数量较少，2014 年有进出口

实绩的企业仅 23 家，进出口总额为 26.2 亿美元。引进的企业落户后新增贸易梯度转

移项目少。南宁市与区内其他城市缺乏统一协调和规划，存在产业发展重点不明显、

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突出问题。

（二）产品附加值不高

加工贸易增值率是衡量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

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1。从表 7 看，自 2008 年南宁市被商务部确定为第二批加

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以来，南宁市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增长势头迅猛，但从

2010 年至今，加工贸易增值率却出现了直线下降的形势，2010 年为 3.25，2014 年降

至 0.36，2015 年 1～6 月降至 0.20。南宁市的加工贸易增值率在 2007～2011 年间明显高

于广西的平均水平，2012～2014 年间该指数下降到略高于广西的平均水平（见表 7）。

表 7 2008 年以来南宁市与广西加工贸易增值率

年份
南宁市 广西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增值
率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增值
率

2008 年 0.83 0.35 1.33 7.08 5.06 0.40

2009 年 1.91 0.60 2.18 7.96 5.24 0.52

2010 年 3.03 0.71 3.25 12.12 5.35 1.27

2011 年 4.92 2.01 1.45 18.12 12.53 0.45

2012 年 12.29 7.82 0.57 28.88 21.55 0.34

2013 年 11.97 8.17 0.47 29.18 22.11 0.32

2014 年 15.08 11.13 0.36 — — —

2015 年 1～6 月 9.28 7.74 0.20 — — —

数据来源：南宁市商务局相应年份数据以及相应年份《广西统计年鉴》。

从整体上看，南宁市加工贸易处于世界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加工组装环节，原创技

术不足，关键零部件和关键设备的制造能力相对落后，在国际产业增值链中，尚未形

成水平分工的格局。南宁市的加工贸易处在大力引进外地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到本

地配装的低附加值阶段，提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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