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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末至今，我国的科学技术正在不断地创新和突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也在增大，在2016~2020
年“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在2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成为世界各国外贸

竞争的主要方向。广东省是我国对外贸易出口大省，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能够带动广东省生产总值的

提高，但也面临着产品出口市场集中，出口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与此同时，在国际经

济贸易环境复杂多变，贸易摩擦严峻的影响下，深入分析广东省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现状、面临的困境及

改进措施，对于推动广东的出口贸易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指出，广东省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

要特征有以下几点：产品结构以电脑、通讯、电子、光电等为主导；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等。广东

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推动作用，本

文基于分析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和困境之上，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如：政府应优化产业结构，

加大科研和人才培养力度，拓宽贸易市场，规避贸易壁垒等。 
 
关键词 

高新技术产品，广东省，对策，出口，问题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Yuxin Cao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May 31st, 2024; accepted: Jul. 5th, 2024; published: Aug. 20th, 2024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99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992
https://www.hanspub.org/


曹雨欣 
 

 

DOI: 10.12677/ecl.2024.133992 8100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making breakthroughs, and the scale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is also increasing.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from 2016 to 2020, the growth rate of the number of high-tech enter-
prises is more than 25%, and the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of 
foreign trade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big province in China’s foreign 
trade export. The export of its high-tech products can drive the increase of Guangdong’s GDP, but 
it is also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concentrated product export market, unreasonable export 
structure and un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environment and severe trade fric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port status,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high-tech prod-
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export trad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as follows: the product structure is dominated by computers, communi-
cations, electr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The trade mode is mainly processing trade. The export 
trade of high-tech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is ro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export of high-tech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ti-
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ersonnel training, broaden the 
trade market, avoid trade barrier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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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至今，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加速增长的中坚力量。自我国加入

WTO 以来，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从出口规模上来看，我国已是高新技术产品的

出口大国，但产品所具有的技术含量较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呈现出规模大但技术不强的特点。 
广东省具有先天地理位置优势，经过数几十年的发展，逐步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大省，

在经济转型阶段充当领头羊的角色。近年来，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态势，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贸易大环境形势严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的影响，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的出口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外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

这些问题势必会成为广东省出口平稳增长途中的障碍，因此本文的研究除了扩大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

出口，对改善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不强的缺点也有重大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以下 3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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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贸易政策 

关于贸易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Wonglimpiyarat (2015)探讨了中国在支持

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创新战略方面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后发现，政府干预政策是推动高科技中小企业创新能

力提升的重要力量[1]。C. Fred Bergsten (2017)归纳了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运用的贸易战争措施，可以总结为两

种：一种是对进口货物加征关税；二是迫使别的国家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购买量。尽管如此，美国的出口量并

没有如愿上升，因为高额的关税壁垒让别的国家也实施起了报复性的关税，使得美国出口量出现不增返降的

局面，这必然会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2]。Yawen Yang (2018)指出，中国和美国在知识

产权制度的起步、标准和完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再加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方对中方知

识产权的打击力度也明显增加，对高新技术产品造成威胁[3]。翟淑萍和毕晓方(2016)选取 2010~2014 年高新

技术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检验样本，发现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显著[4]。 
白志远和章霞(2016)将我国划分为八个市场经济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沿海城市的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退税优惠力度最大[5]。廖雨欣(2020)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大量投资，但是，

由于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这就要求国家给予支持和支持。其次，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大，风险大，

单靠市场机制调控常常会造成市场失灵，政府通常会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来发挥引导帮助的作用[6]。付韶

军(202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虽然 TBT 措施在短期内确实会抑制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但也会倒逼企

业提升技术改进产品质量从而提示其市场竞争力，长期来看反而会对出口有促进作用[7]。关杰伦(2021)
发现了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良好发展的背后，仍存在着技术质量有待提高、国外贸易形势严峻等问题，

因此提出需要通过加强政策支持，用政策支撑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攻关能力，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对

外出口的竞争力[8]。韩秋茹(2022)对“一带一路”政策下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了

梳理，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贸易合作的重要内容[9]。 

2.2. 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关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Amiti M. C.和 C. Freund (2010)
指出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日本。一方面，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其关键技术

成分，要从美国、日本等科技发达的工业国进口，中国则只能进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与组装。产品的出

口主要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由此也暴露出中国并没有掌握高技

术，在技术上也不具备优势[10]。Özsoy，Seren (2021)发现，利用 ICT 技术可以更容易地获取新信息，带

来更多的技术发展，促进高科技产品的生产[11]。张雪梅(2016)认为，中国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人

力资本以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因此要改革高校制度，建立研究型高校，从而为企业培养优秀人才，

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自身的关建核心技术[12]。柴利和马龙南(2020)指出，创新

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所在，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上一直处于劣势地，

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面临的内部瓶颈[13]。赵家章和丁国宁(2021)指出，创新是高新技术产品

的核心，但中国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方面能力薄弱，从而导致创新产品严重匮乏[14]。 

2.3. 研发投入 

关于技术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Nunes 等(2012)研究认为，对于高

科技中小企业而言，企业研发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对于研发投入水平较

低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不明显，但对于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

果明显且影响积极[15]。Hong 等(2016)研究发现，私人研发资金对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积

极作用[16]。傅素英(2010)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中，重点分析了技术投入和技术创新对其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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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研究发现，技术研发支出投入的增加对促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量，两者间是成正比关系的，而技

术创新在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17]。轩萍(2012)对我国技术进步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科技研发的支出力度[18]。
张玉臣和吕宪鹏(2013)利用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08~2010 年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据研究发现，

技术效率、内部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19]。郑霞(2014)通过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研究表明，科技研发投入、决策能力等因素对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均显著[20]。夏海

霞(2018)，通过“钻石模型”对影响广东外贸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广东外贸竞争力的因

素包括民企核心竞争力较弱、缺乏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端科研人才等[21]。卫平(2019)运用 27 个省份共 16
年的面板数据，对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三种技术创新路径进行研究，并最终得到了

自主研发可以显著正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国外技术引进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可能转负、

国内技术购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因区域而异的结论，认为增加研发投入，才是提高高新技术产品技术含

量从而促进出口的主要举措[22]。通过曹梦真(2021)的研究可知，通过使用贸易引力模型从多位距离、技

术创新、贸易情况等多维度进行扩展，实证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并得出了技术创新、

R&D 投入及补贴能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地理距离、经济差异、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汇率会抑

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出口的结论[23]。 

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为引言和国内外文献综述，介绍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并对国内外有关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第二部分，首先从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出口额、主要出口市场等角度，分析广东省高科技产

品的出口状况；其次从广东省自身产业结构、核心技术、贸易摩擦等方面，分析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所遇到的困境，为下一章提出应对措施奠定基础。 
第三部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并根据以上部分所述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

策和结论。 

3.2.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通过查阅大量有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文献，全面了解高进技术产品的出口现状及面临

的挑战，并收集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为论文的调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 数据分析法。利用科技部前瞻产业研究院、广东省统计年鉴等平台公布的数据，将全国总体和广

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进行对比分析，使得论述更有说服力。 

4.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现状 

广东省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高科技产业已经初具规模，科技研发产出也显著增多[24]。据海关广

东分署统计，2022 年的第一季度，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84 万亿，出口总额达 1.14 万亿。令

人忧心的是，广东省的进出口分别以 0.6%和 2.2%的速度递增，总体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 

4.1.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 

1) 产业规模 
近几年，中国维持同周围邻国和亚太地区、东盟各经贸区域开展合作互惠的对外经贸关系，并于 2020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992


曹雨欣 
 

 

DOI: 10.12677/ecl.2024.133992 8103 电子商务评论 
 

年底加入 RCEP——世界上最大自贸区，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中国自由对外贸易水平，广东省也因进出

口发展基础较好、地缘区位等优势，其高新技术出口维持着高速的向好势头[25]。根据科技部前瞻产业研

究院发布的数据可知，2019 年中国总量排行前五的地级市分别为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杭州市和上

海市，广东省位居榜首，见图 1，是上述五个省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2) 营收规模 
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营收模式分析，2019 年，中国十四个省市的营业成本规模在万亿元以上[26]。

科技部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布数据显示，见图 2，广东已以近 8.29 亿元的业绩领先于其余省份，表明了广东高

新技术企业的创收实力较强；江苏省和北京市位居第二、第三，营收规模依次是 4.8971 万亿和 3.8024 万亿。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2019 
图 1. 2019 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省市分布情况 

 

 
Figure 2. Top 5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s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operating income in 2019 
图 2. 2019 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排名 Top 5 的省市 

4.2. 广东省高新技术贸易现状 

1) 主要贸易方式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量中，加工贸易占到了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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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占 28.7%，说明广东省以加工贸易为主[27]。加工贸易，是利用国外进口原料、材料和零部件，

将其加工成产品，然后出口国外，与一般贸易比较，加工贸易的附加值相对较低。 
2) 主要出口市场 
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见图 3，广东省总出口额为 4.3493 万亿元，广东省出口市场主要为北美

洲、欧洲、中国香港和东盟，这四个地区的出口贸易额约占总额的 71.86%，出口市场相对。但近年来，

尽管面临着国际贸易纠纷等不利因素，广东省仍积极进行产品出口结构调整，拓展非洲，拉丁美洲等“一

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26]。 
 

 
Figure 3. Exports of major countries (region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20 (unit: 100 million yuan) 
图 3. 2020 年广东省主要国家(地区)出口额(单位：亿元) 

5.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问题 

疫情冲击、战争频发、全球物价上涨导致整体需求量的缩小，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受到

冲击，结合广东省发展特点可分析出广东省高新技技术产品出口存在以下问题。 

5.1. 产业结构不平衡 

5.1.1. 产品结构不合理 
广东省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增长在核心技术方面，如生物、材料、电脑集成制造、宇航技术等，则相

对较少[28]，主要依赖于计算机及通讯技术[27]。据《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见表 1，2017~2020 年广东

省各类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出口产品主要是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类，占总出口额的 70%以上，虽

然前者出口额呈现出下滑态势，但仍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其次是电子技术产品，占总出口额的 10%以

上，而光电技术产品出口额仅占 5%左右。其余产品的出口总额所占比例不到 5%。由此可见广东省高新

技术产品结构存在很大的不均衡。 

5.1.2. 企业结构不合理 
从企业构成来看，外资占了很大比例，外商投资公司是主要出口主体，而广东省本地企业所占比重

却一直没有未超过 30%。根据科技部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见图 4，广东省在 2020 年实现了 2441
亿美元的出口，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总额达到了 1829 亿美元，占到了外资出口总额的 74.95%；中

外合资公司出口总额为 590 亿美元，在外资公司的出口额中所占比例达到 24.17%；中外合作企业出口总

额为 22 亿美元，只有外资公司出口总额的 0.88%。外商投资公司成为我国出口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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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ports of high-tech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1.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单位：亿元) 

产品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 11194.24 11886.07 11044.40 10620.01 

电子技术产品 1947.57 2192.38 2681.09 2978.56 

光电技术产品 845.35 755.29 736.89 695.54 

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 224.15 238.59 271.72 282.48 

生命科学技术产品 178.24 199.72 234.54 298.04 

航空航天技术产品 129.40 89.45 71.96 64.99 

材料技术产品 72.68 79.23 78.58 82.75 

其他产品 8.85 9.62 10.08 11.50 

生物技术产品 1.68 1.71 1.60 1.90 

 

 
Figure 4. Export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enterprise type, 2015~2020 (in thousands of US 
dollars) 
图 4. 2015~2020 年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分企业类型出口额(单位：千美元) 

5.1.3. 区域发展不均衡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统计数据表明，截至 2019 年，广东省共建立 14 个高新区，共有 13,082 家高

新技术企业。其中，深圳建有 4348 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33.24%；其次为广

州，共有 3599 家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为 27.51%；位居第三位的是佛山，其高新技术企业共有 1772 家，

为广东省总数的 13.55%；其余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均低于 1000 家。由此可见，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集中在广州、深圳和佛山三市，其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比重达到了 74.3%，珠三角地区高科技产业

的资产总量与出口总量均远高于广东省中西部地区总和。广东省高科技产业主要都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具有明显的聚集特点。如图 5，区域之间存在的企业数量和产出等具有一定差距且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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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roportion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9 (unit: %) 
图 5. 2019 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区域分布占比(单位：%) 

5.2.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进口产品依赖性大 

从贸易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处于 0.05~0.1 的范围内，特别是广东

省近年来的技术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有小幅下降[26]。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是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广东省

劳动力、土地资源都是其优势所在。因此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与广东省的高科技水平无明显关

联，相反，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CPU 等还

处于国外企业的控制之下。 
美国等发达国家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其高新技术产品的附加值要高于广东省 10 个百分点。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广东省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的进口额占全省总进口额

的 14.9%，主要的核心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对外国仍然有较为严重的依赖性[29]，集成电路的进口额占

到了总额的 20.6%，自主创新的能力较国外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距，见表 2。 

5.3. 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除港澳以外，欧盟、加拿大、美国等是其最大的市场，而在这些

国家中，所发生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争端事件也是最高的，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向中国所发

起的贸易壁垒与国际贸易纠纷事件数量也排名前列，因此为了有效的降低主要出口的海外市场的环境发

生变化时所带来的风险，广东省应当继续开拓新的市场，挖掘新的需求。 

5.4.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严峻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8 年，世界 28 个国家向我国提交的贸易救济调查共计 101 件，反倾销累

计 57 宗、反补贴累计 29 宗案件数量增长 38%；涉及金额 324 亿元，增长了 108%。近几年来发生的

华为事件、深圳市中兴公司受美国制裁等事件充分表明了单边主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在不断上升，

“逆全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30]。从国际层面上分析，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受外部冲击最为严

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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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otal value of key imports of key commod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October 2021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2. 2021 年 10 月广东省进口重点商品总值表(单位：亿元) 

2021 年 10 月广东省进口重点商品总值表(人民币值) 

进口商品 人民币(亿) 人民币同比(%) 

机电产品 17375.1 12.8 

高新技术产品 14326.8 14.9 

集成电路 8788.3 20.6 

农产品 1543.0 11.3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1104.4 1.9 

初级形状的塑料 891.6 11.3 

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 831.9 15.8 

电工器材 810.2 4.0 

液晶显示板 429.1 5.8 

铁矿砂及其精矿 401.0 54.8 

6. 推动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的对策 

国际环境、疫情等因素对于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客观上来说，广

东省出口的市场较大，2021 年广东省金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8 万亿元，一年净增 1.2 万亿元，迎来外贸“高

光时刻”。但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还存在缺陷，如关键的核心技术掌握不熟练，对此更应当积

极探索和学习，积极拓宽贸易市场挖掘新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抢抓 RECP 的新机遇，以增强自身的实

力，更好地推动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走向世界。 

6.1. 优化产业结构 

由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统计，可见其出口规模最大、最有竞争力的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产品

的，而生物技术和材料技术的出口是最少的。鉴于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在全国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规模内占比较大，但过度依赖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动荡，势必会给广东省、

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广东省要在注重提高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同

时，不能忽视生物技术、材料技术等产品的竞争力。只有做到两方面兼顾，才能改善产品的结构，培养

出口新动力，在保持现有出口优势和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避免国际市场环境动荡带来的危机[32]。 

6.2. 加大科研力度和人才的培养力度 

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学科建设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科学大国之一。我国高

度重视科研，加大科研的投入，大力培养的高精尖技术性人才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举

措必然会为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高端人才和技术知识，高端人才的培养为这个新兴产业注入

新鲜血液，提高了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33]。 
广东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省份，应当顺应国家的时代趋势，认识到产业的竞争即为教育

人才的竞争，不仅要竞争优秀人才也要积极培养人才，要振兴经济就必须积极培养一大批的高学历，

高技术人才作为储备。同时也要制定具有吸引力的薪酬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入有着冒险精神，创新理

念的人才前来就业，创业。只有不断加大科研力度的投入和科研人才的培养，才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992


曹雨欣 
 

 

DOI: 10.12677/ecl.2024.133992 8108 电子商务评论 
 

的蓬勃发展。 

6.3. 积极拓宽贸易市场 

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的紧张关系。广

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主要是欧盟和美国一带，加之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世界

各国经济都进入到停滞期，因此需要积极的开拓新兴出口市场，从而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和其他不可抗

力因素的产生的消极影响[30]。为此，广东省要积极与东盟市场、非洲等国家和区域进行有好的贸易往来，

结成永久性的贸易伙伴关系，挖掘“一带一路”的潜在市场，建好国际贸易体系，继续推动市场多元化，

打开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空间。 

6.4. 利用 WTO 规则，维护正当权益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利用好经济全球化关键在于如何从中把握主动权，运用好贸易规则，

从积极的维护、遵守、承认规则，逐步过渡到修改和制定规则。广东省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欧盟等

国家或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实行的贸易壁垒也是极其频繁的。政府部门还应该引导企业参考

我国通过对于高新科技产品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保护经验，积极运用了 WTO 规则和目前世界各国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时所通行的管理方法，加大对广东省高新科技产品是公司的发展支持与保障。另外，政府部

门也要积极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企业产品执行更严苛的制造规范，并高度重视质量。在遭受不

合理对待时，积极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保护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技术安全。 

6.5. 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风险 

技术性贸易壁垒，即指各国政府以保卫国家、维护人们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动植被卫生和安

全性、环保、避免欺诈犯罪、进一步提高商品质量等为由，颁布的因某些强制性或者非强制性的科技标

准规定、标准，及其检测产物的合格性认定程序等而产生的国际贸易障碍[34]，即政府采取颁布法律、法

规、章程、法规，或者制定标准、生产认定制度、试验检疫管理制度等方法，对国际进货产品销售的生

产技术的要求更加苛刻繁琐、卫生检验、产品包装和标志等技术规范，以便于扩大市场对新进货产品的

需求，进而提升新进货产品的复杂性，以实现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总量的目的。 
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是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在建立这种预警机制是应

当实事求是，基于我国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性贸易壁

垒的预警机制。预警机制能指引该产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下找准方向，制定正确的措施[30]，也能提高技术

产业对于今后会遇到的有关贸易壁垒的问题，提高预警的水平和优化处理的手段，以便及时止损，减少

贸易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6.6. 抢抓 RECP 的新机遇 

2022 年 1 月 1 日，作为目前最具潜力、地区经济规模最大、国际间涉及人数最大的自贸协定 RECP
正式生效，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首先，区域内大部分的产品关税降为零或在十年内逐步将为零，

货物贸易会更加自由，利于拓宽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挖掘新的需求点；其次，RCEP 使企业

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更加灵活，完备的高新技术产业链利于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最后，RCEP 形成的一

体化大市场能促进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人才引进，缓解疫情造成的冲击和经济逆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

经济压力，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注入活力。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国家采取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对此广东省高新技术企

业需要在经营思想上增强自贸协定意识，仔细研究分析自贸协定并制定符合事宜的经营方案，在贸易中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992


曹雨欣 
 

 

DOI: 10.12677/ecl.2024.133992 8109 电子商务评论 
 

有效利用自贸协定，抢抓 RCEP 的机遇，创造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新亮点。广东省应积极运

用 RCEP 规则，寻求新颖的经营思路、贸易方式；应积极参与 RCEP 产业合作，以产品的优越质量和先

进的科学技术来赢得外贸的大市场。 

7. 结论 

为研究当前广东省新技术产业出口所面临的问题，本文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目前出口中存在的困难，和面对上述困难制定的针对性措施。总体上看，我国高科

技产品出口总量不断增加，但发展速度和竞争力却相对较弱，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大部分仍处于学习、仿

效的状态，在其它国家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时，我们可以得到的技术和交流的机会也随之减少[30]。特别

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对中国高技术行业实施的多种限制措施，将使中国对美国产品的

出口市场进一步收缩，从而使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从广东省内部因素来分析，广东省自身生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缺陷，自身研发投入的也有所降

低，从而导致使技术的创新产出减少。对于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

对策：首先，促进出口结构的多元化，参与国际贸易时积极利用好 RECP 规则，拓宽新的贸易市场，发

掘新的贸易需求。其次，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广东省高新科技公司的支持工作，增加科研资金投入。最后，

利用好 WTO 规则维护正当的权益，积极规避贸易壁垒，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和出口市场营造提供的外

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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