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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辽宁不仅是制造业生产大

省，也是出口大省。在山东、天津地区制造业迅速发

展形势下，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所面临的市场竞争

更加激烈。辽宁省制造业迫切需要结合自身制造业经

营发展的现实需求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进行调

整与优化，全面控制制造业出口贸易风险，提升竞争

力。

1 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现状

1.1 出口贸易市场

2018 年以前，美国市场一直是辽宁省制造业出口

的最主要市场，2019 年中美贸易纠纷导致辽宁省对美

国出口迅速下降，2020 年东盟超越美国，成为第三大

贸易伙伴。2020 年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市场中欧盟

（不含英国）所占比重最高，日本接近 20%，东盟与

美国基本持平，韩国比重稍低，日本、美国、韩国传

统市场合计比重超过 40%，虽然美国市场比重下降，

但是仍旧是辽宁省制造业出口的重要市场。

1.2 出口贸易规模

辽宁省的制造业出口额占全省总出口额的比重一

直在 50% 以上。2016 至 2018 年制造业出口总额不断

增长，2019 年因中美贸易纠纷影响出口总额下降，

2020 年出口总额进一步增长。2021 年辽宁省出口集

成电路、船舶、汽车零配件、电动载人汽车分别增长

31.4%、19.1%、18.1%、871.4 倍，拉动辽宁省外贸出

口增长 6.8 个百分点。2023 年辽宁锂离子蓄电池、太

阳能电池和电动载人汽车在内的“新三样”产品出口

额达到了 188 亿元，同比增长了 48.8%。

1.3 出口贸易产品

辽宁省制造业出口产品类型比较丰富，按照行业

细分，2016 至 2021 年辽宁省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如

图 1 所示。通用设备制造由于自身产业优势，出口规

模明显高出其他产业。黑色金属冶炼、纺织、化工原料、

铁路船舶等出口也表现较好。总体上看，劳动密集型

产品保持了一定的出口规模和市场竞争力。

图 1 2016 至 2021 年辽宁省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统计公报、互联网数据整理

1.4 出口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是辽宁省制造业的主要出口方式，根据

海关统计数据，2021 年辽宁省一般贸易增长 20.8%，

占 66.3%，比重较 2020 年同期提升了 1.8 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 4.5 个百分点。此外，加工贸易增长

31.8%，占 24.2%。

2 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风险分析

2.1 出口市场集中风险

辽宁省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

总额增长较为迅速，而且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落地生效，日本、韩国、东盟各

国仍旧是主要出口市场。出口市场的集中导致贸易风

险也有所增加，例如 2019 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导致

中国对美国各类产品出口贸易总额明显下降；同时，

日本、韩国本地产能迅速下降，在对外合作不充分的

基础上，日本 2021 年多次推行机电产品进口贸易技

术壁垒，对出口设备的粘合剂、润滑油等技术指标提

出了新的要求。目前辽宁省制造业出口市场开发能力

不足，虽然新兴市场出口总额增长较快，但是占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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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比重较低。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会遭一系列结构

风险，降低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关键市场

颁布的出口贸易限制政策也会影响其他市场，由此引

发各类风险。

2.2 出口规模波动风险

近几年辽宁省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波动比较明显，

由此也产生了一定风险。

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鼓励政策落实不充分，在辽

宁省老工业基地战略转型的基础上，辽宁省政府对于

高新技术行业及新生物医疗行业的鼓励政策较多，对

于传统工业出口贸易补贴总额不足。2019 年在制造业

出口贸易低迷的基础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总额

增长超过 140%，得到了辽宁省政府的大量补贴，省

政府也做出全面加强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战略决策，

但是却忽略了对传统制造业出口贸易的补贴。

另一方面是出口过程中没有产业园区形成集聚效

应，在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中小企业所扮演的

角色非常重要，在政府政策偏移、出口贸易波动的基

础上，部分制造业出口企业开始对自身的出口贸易产

品进行转型，出口贸易后劲不足，大大降低了制造业

出口贸易竞争力。

2.3 出口产品收益风险

出口产品附加值将直接影响制造产品出口贸易竞

争力，目前辽宁省所出口的制造产品中大部分产品仍

旧为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初级加工产品，部分日本、韩

国制造产品出口企业购买辽宁省所出口的初级加工产

品后，再进行深加工及技术改造，出口利润率往往增

长超过 30%。由于辽宁制造业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国

际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为了避免客户流失，制造产品

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往往会通过价格战而赢得

订单，这样就导致了辽宁省所出口的制造产品国际影

响力下降。制造产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也一定程

度压缩了辽宁省制造产品出口贸易的盈利空间。在现

有出口产品市场格局下，如果辽宁省不能够积极提高

制造产品出口附加值，出口产品收益将不断下降，造

成制造产品的出口贸易风险。

2.4 出口方式单一风险

目前辽宁省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方式局限于一般贸

易，虽然跨境电商规模迅速增长大部分制造产品都为

玩具、零部件等产品，大类产品出口附加值较低，加

工贸易及跨境电商贸易是辽宁省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未

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但是上述两种出口贸易方式比重

都比较低，跨境电商贸易即使与山东、天津等地进行

比较都十分落后，更不用说江浙等跨境电商发达地区。

辽宁省政府对于跨境电商贸易的支持与鼓励政策落实

不够到位，这大大降低了辽宁省制造产品出口贸易风

险控制能力。同时，在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利

用跨境电商平台开展的有效营销工作开展不足，目标

客户对于辽宁省优秀制造产品的竞争优势的了解不够

充分，导致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活动开展举步维艰。

3 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风险控制

3.1 积极拓宽出口市场

3.1.1 巩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成果

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活动要进一步开拓目标市

场，积极巩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所带来的成果。

辽宁省政府应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

进出口贸易相关协会的充分合作，面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行充分的宣传，争取与“一带一路”沿线

更多国家合作的机会。制造业企业也应该主动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通过投资建厂等

方式提升双方的合作意愿，充分利用部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优势劳动力或原材料资源来提升产能，更

好地进行目标市场的开发工作。

3.1.2 抓住 RCEP 生效带来的机会

RCEP 生效为辽宁省的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现阶段日本、韩国等市场仍旧是辽宁省制造业出

口的主要市场。RCEP 的生效使得辽宁制造业能够享

受关税优惠，进一步打开东南亚等新兴市场。RCEP

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有利于推动辽宁省制造业原材料

和零部件的出口。辽宁省制造业企业要抓住机遇，积

极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政府也需要出台更多的政策支

持和服务体系，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3.1.3 加强对欧洲市场的持续开发

受到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欧洲市场

制造业产能下降，辽宁省制造业在出口贸易活动开展

过程中，应该把握市场环境所创造的良好机会，加强

对欧洲市场的持续开发。一方面，应该积极对自身的

生产技术及产能进行创新，突破生产瓶颈，满足欧洲

市场客户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则应该积极对自身

的出口贸易合作方式进行优化，结合加工贸易跨境电

商贸易所创造的良好条件，让欧洲市场客户了解到辽

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巨大优势，针对机电产品、光

伏电产品等富有优势产品信息进行充分营销，形成对

欧洲市场开发工作的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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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3.2.1 加大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优惠力度

政府外向型经济政策对于制造业出口贸易活动产

生的积极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为了充分支持制造业产

品出口贸易，辽宁省政府应该加大产品出口优惠力度，

优惠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高新技术、生物医疗产业迅速发展的基

础上，辽宁省对制造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偏移较为明显，

而制造业近几年进步比较迅速，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辽宁省政府应该提高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

进一步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对于积极开展出口贸易的

制造企业，给予额外的政策支持。同时，建立制造业

出口贸易基金，在制造业出口贸易遭遇风险时，及时

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出口贸易损失，提高制造业的出口

贸易信心。

第二，中小企业在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活动开

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结合制造业出口贸易

的现实要求，辽宁省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优惠与扶

持力度。通过减免税收，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加强对

中小企业的扶持，打破行业出口垄断格局，使更多中

小企业参与到出口贸易竞争中。

第三，为了形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新兴

市场的开发工作，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鼓励政策的

制定与执行也应该具有差异性与引导性。对于向“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出口贸易的制造企业，给予更

高水平的财税优惠力度，跨境电商贸易能够获得更高

的政府补贴，通过政府优惠政策的战略引导，形成对

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充分支持。

3.2.2 建立产业园区形成规模效应

近几年辽宁建立了一系列特色产业园区，形成了

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持，产业园区能够形成规

模效应，也能够整合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资源，进一步

提高制造业出口贸易水平。根据制造业出口贸易现实

需要，结合出口风险控制的实际需求，辽宁省应该建

立特色出口贸易产业园区，形成对制造业出口贸易活

动的充分支持。

产业园区应该建立在工业基础较好、制造业发展

水平较好的如沈阳或大连地区，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制

造业出口资源，鼓励中小企业在特色产业园区内形成

战略联盟，共同开展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活动。产业园

区内也应该在政府的鼓励与引导下，形成物流、金融、

风险控制、商业保险的一体化服务格局，使得制造业

出口贸易产业园区的出口支持能力更加明显。

3.3 丰富出口产品结构

3.3.1 立足客户需求调整出口结构

制造产品类型比较丰富，不同制造产品在国际贸

易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收益水平不同，产品竞争

力也存在明显差异。立足于客户需求，调整出口结构，

能够使制造产品销量提升所遭遇的各类贸易壁垒限制

风险下降。一方面，辽宁省政府应该加强与目标市场

的战略合作关系，积极与目标市场、政府及行业协会

进行沟通，了解制造产品的具体需求，深入挖掘产能

变化带来的新市场潜力，这样能够为出口产品结构优

化升级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制造业出口企业也应该

通过科学的国际市场营销工作而对自身的优势产品及

服务信息进行充分宣传，引导客户选择高附加值、高

质量产品。在辽宁省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活动开展过

程中，应该加强对售后服务体系的宣传，形成对目标

客户的充分吸引。

3.3.2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品收益

创新是制造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加强

科技创新能够全面提高辽宁省制造业的出口贸易水

平。辽宁省制造业企业应该加强科技创新，学习华为

辽宁分公司、新松机器人等行业标杆的科研投入模式，

每年保持固定的销售比重应用于科技研发活动，立足

于客户需求，对自身的产品质量稳定性及售后服务，

对远程调试等技术进行进一步优化升级，使科技创新

能够迅速转变为制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形成对目标

客户的吸引力。此外，辽宁省政府也应该加强对科技

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制造企业提升科技创

新水平，不拘泥于现阶段价格战的市场竞争格局，通

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打开国际制造业市场，提升出口贸

易水平与能力。

3.3.3 优胜劣汰形成供应链的优化

部分辽宁省原本富有优势的出口贸易产品，在后

疫情时代市场需求迅速下降，例如最传统的加工车床

产品市场销量下降超过 90%。结合目标市场需求的变

化及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需要，辽宁省应

该形成优胜劣汰的科学产品结构调整机制，基于产能

变化、劳动力价格优势、新工具及技术应用所创造的

良好条件，积极对供应链进行优化，发展制造业供应

链金融平台，形成对制造业出口贸易活动的全面支持。

基于供应链变化对产品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与改进，

结合市场需求变化情况而调整产能，最终保证整个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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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在国际制造产品市场竞争中更富有竞争力。

3.4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

跨境电商贸易对于辽宁省制造业出口贸易活动产

生的积极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辽宁省应该打

造更富有专业性的制造产品，利用好跨境电商贸易平

台贸易平台中除能够进行在线交易以外，还应该为辽

宁省富有优势的制造产品信息提供一站式服务，让目

标客户能够在平台完成产品信息查询、产品询价、质

量比较、售后服务调查、在线下单、国际物流服务支

持等操作。这样既能够保证制造产品跨境电商平台的

专业性，也能够满足客户的贸易需求，保证一站式服

务平台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为了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辽宁省也应该在特色产业园区内增加关于

跨境电商的附属服务，包括跨国支付、商业保险、国

际物流支持等内容，根据现实需要，积极丰富各类基

础设施资源。同时，辽宁省政府也要进一步提高对于

制造业跨境电商贸易活动发展的重视程度，使更多从

业人员积极主动开展跨境电商贸易，优化出口贸易格

局，降低出口贸易方式单一而造成的各类风险。

参考文献：

[1] 张怡宁 , 赵红娟 . 新发展格局下提升辽宁装备制造
业出口竞争力 [J]. 现代企业 ,2022(10).

[2] 赵立敏 , 杨士富 , 霍雨桐 , 王双龙 . 侧供给改革下
辽宁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对策 [J]. 经济
师 ,2021(4).

[3] 蔡丹妮 , 梁爽 .RCEP 背景下辽宁制造业能级提升路
径研究 [J]. 中国商论 ,2023(5).

作者简介：

王娜（1978- ），女，辽宁辽阳人，硕士，辽宁对外
经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

2019 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供给侧改
革背景下金融支持辽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编
号：W2019F005）。
2022 年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教学名师项目”，项目编号：2022XJJXMS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