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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外贸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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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SWOT 分析，本文提出应从出口转向新兴国家、加快产业升级和向价值链高层迈进等方面构建浙江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促进该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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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是研制和生产电子设备及各种电子元件、器件、仪器、仪表的工业，是在电子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由于新技术不断出现和市场需求的不断膨胀，电子信息产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浙江作为经济和外贸

大省，电子信息产业从世纪 9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产业规模实现巨大跨越，外贸总额也迅速增加。由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过快，整体存在产能过剩加之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影响，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促进浙

江电子信息产业健康发展，本文在对浙江电子信息产业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期望提出有利于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建议。 

1 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和对外贸易存在问题 

1.1 浙江点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大规模发展开始于上世纪 90年代，随后在长时间内保持着 3倍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速发展。2009年，

浙江已有规模以上元器件和材料企业约 2000 余家，规模以上企业的通信企业约 1000 余家，2009 年全省软件产业实现软件业务

收入 516.8 亿元人民币，并保持年均 25％以上的发展速度，全省实现软件出口 6.7 亿美元，其中外包服务出口 2.5 亿美元，从

事软件开发、服务的软件企业 1500 多家，从业人员 13.8 万多人，杭州已发展为中国第四大软件产业基地。2009 年浙江电子信

息产业出口交货值 1577亿元，占全省工业出口交货值的 14.3%。“十五”期间，全行业累计引进外资项目 1184个，协议外资 61.28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5.37亿美元。浙江已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强省之一。 

1.2 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虽然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起步晚、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浙江信息电子产业对外贸易方面

还存在不少问题： 

(1)出口市场结构单一，对外贸易抗风险能力较差。2009年浙江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有是美国、日本、

韩国、荷兰、德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英国、印度和中国香港，占出口总额的 70%。这些国家和地区除了印度以外，都是发达

国家或地区。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过度依赖，由于发达国家间市场依存度较高，风险的传导速度较快，

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其结果是整个出口市场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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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口产品层次和技术含量偏低。由于浙江企业大多从事的是国外订单的加工制作环节，出口产品往往是国外企业不愿涉

足的环节，依靠的仅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出口方式也多是没有自主品牌支撑的贴牌方式。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浙江电子

信息产品出口经常还要面临高额的专利费用压力。 

(3)贸易结构不合理。一是外资企业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重过大，进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出口额 50%以上。二是

电子信息产业对外依存度过高，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外依存度超过 50%，对外依存过高，导致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受国际市

场变动影响较大。 

(4)出口企业竞争混乱。由于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础是技术能力缺乏的中小型、特别是小型企业，其产品具有很强的同

质性，同类企业间为了争夺国际订单，相互压价，而低价的后果是某些企业不择手段。 

2 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状况 SWOT分析 

SWOT 分析是综合考虑企业内外因素，并列表加以对照的一种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企业把握全局，分析自己

的优点和缺点，明白自己所面对额挑战和机会，从而为企业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恰当的实现既有战略打好基础。SWOT 分析包

括四个因素：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本文将借用 SWOT法分析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的战略。 

(1)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有着良好的

产业基础。高效的生产能力加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使浙江产品具备了质量高价格低的市场竞争优势。经过多年发展，浙江电

子信息产业厂商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经验和市场经验，具备了适应市场变化的基本技能。在积累了足够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

时，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必定可以进入技术含量更高和附加值更多的生产环节。 

(2)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劣势。首先，由于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技术能力较低，对国际技术依赖较强，导

致浙江电子信息企业多数从事简单的产品组装。即使一些企业拥有自主品牌，但多数信息产品的核心部件还是依靠国外的支撑。

利用嘉兴平湖的光机电产业集群，虽然拥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但是所有管机电产品的核心部件都是来自日本企业。其次，浙江

电子信息产业多数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技术能力薄弱，抵抗风险能力较低，不能销售与国有企业同样的待遇，产品的差异

性较弱，在对外贸易时容易出现同质低价竞争。 

(3)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机会。首先，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浙江电子信息产对外出口份额同比大幅下降，但是

随着国际经济的回暖，浙江电子信息产品对外出口定然恢复危机前的发展水平。IDC、GARTNER 预测：2010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

市场将超过 3 万亿元。其中，PC、手机、彩电出货量将分别增长 12%、10%和 6%，软件市场增额也将达到两位数以上，SIA 预计

集成电路将增长 10%以上。其次，浙江省政府积极支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杭州市政府当前在着力打造“天堂硅谷”和软件外

包基地的名牌，宁波和嘉兴等城市对软件、通讯器材生产方面都有相应的政策鼓励。此外，杭州市从 2007年还连续举办“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博览会”，为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中国杭州电子信息产业博览会”展会参观及海外

买主人数同比增加了 20%，展会贸易金额高达 4 亿美金。另外，国家在 2009 年启动了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对于通讯产品

生产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4)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的威胁。首先，国际贸易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保护本国经济，国际范围内贸易

保护主义开始盛行，中国则成为贸易战的最大受害者，这将作为中国的外贸大省，受到冲击最大。从 2008年开始，部分国家就

开始提高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口关税，并对产于我国的等离子、液晶电视等电子产品开始调查。而欧盟的生态设计指标也开始对

我国生产的彩电、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生产产生消极影响。其次，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纷纷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作为本国的支

柱产业，并不惜本币贬值、制定优惠政策等方法吸引外资，来自印度的软件业、巴西的计算机生产、墨西哥的软件业都对浙江

相对弱小的生产厂商构成不小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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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浙江电子信息产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就需要做战略谋划。具体策略如下： 

(1)出口转向新兴国家，均衡国际市场。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对电子信息产品需求强劲，大力开

拓新兴市场不仅可以使浙江企业摆脱对发达国际市场的依赖，还可以降低由此产生的风险。 

(2)立足长远，加快产业升级。面对迅速变革的电子信息产业技术，要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必须抓住技术变革趋势，加

大技术研发力度，实现产品和产业的升级。在平板代替 CRT 显示过程中，由于韩国把握住了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战略机会，

进行了战略型布局，在平板显示的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一举超越了日本。对于浙江企业来说，也要抓住信息电子产业变革趋

势，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研发具有前瞻性的超人技术，保持自有技术在同业中的领先地位，为在产业的升级打下

坚实的技术基础。 

(3)定位高端，向价值链高层迈进。为获取更多的附加值，浙江企业应当向价值链高层的行业标准设计、产品设计、研发、

营销、品牌等高端环节挺进。另外，企业也可以通过创新思维、强大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开创独自和省内相关企业合作控制的

全球价值链，从而摆脱受国外企业压榨的局面。 

(4)加强贸易规则学习，增强防范和应对国外双反调查的能力。首先，深入了解国际贸易规则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入了解游

戏规则。其次，对于任何国家的贸易调查都要敢于面对，而非避而不见，通过与省内甚至国内同业者的精诚合作，共同应对国

外贸易调查。 

(5)协调产业内企业的竞争行为，严厉打击恶性竞争行为。省市级信息电子行业协会应当切实履行其职能，通过与政府执法

部门合作，对于行业内个别企业变相压价、盗窃他人技术和仿冒其他厂商品牌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通过严格执法和正确引导，

促进该产业的行业内企业按规则合法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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