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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化工外贸出口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上海市化工局办公室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海市化工局从 1978 年到 1984 年产品出口产值累计达
26.8 亿元，创汇 7.8 亿美元；出口品种有 171 种，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达 69 户，占全局企业
数的二分之一；产品远销美、日、西欧、澳大利亚和亚、非、拉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几年
的化工外贸出口工作，从企业来说可归纳为四个特点：

一是引进消化吸收扩大了出口。上海正泰橡胶厂 1979 年从联邦德国引进 50 万套／年纤维
子午线轿车轮胎生产线，1982 年 5 月开始试生产，1983 年批量出口，现已远销澳大利亚、美
国、联邦德国等 24 个国家和地区，1984 年子午胎占该厂产品出口总量（包括斜胶胎）的 79.5%。
去年该厂收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CE）颁发的证书，今后进入该共同体的“回力”牌子午线轮
胎（18 种规格）均可免检。上海橡胶机械二厂将引进的丁基胶内胎接头机消化吸收改进后，已
批量生产出 100 余台，为国家节约外汇约 500 万美元。并在满足国内轮胎厂需要后，己挤入国
际市场。

二是产品互相竞争促进了出口。上海乳胶厂生产的检查用卫生手套，现国内市场竞争晨烈，
该厂根据国际市场行情通过薄利多销打进去，提高了经济效益，1980 年出口 92.6 万双，1984 年
达 6，526.09 万双。

三是加强内联发展了出口。上海永和橡胶厂通过内联将老产品移到近郊联营厂生产，出场地
和厂房，用外贸补偿的办法从美国引进胶球生产线，其胶蓝球出口已从 1981 年 4.4 万只上升到
1984 年的 55 万只。

四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沟通国际市场信息，推动了出口。向阳化工厂 AC 发孔剂，属国
际市场畅销产品。该厂从小改小革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着手，并通过工贸双方沟通信息，使出口
产品成倍增长。1979 年出口 710 吨，1984 年增长到 1，477.5 吨。

但是，当前化工进出口贸易出现了逆差，出口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1980 年上海市化工局
产品出口产值曾达到过 5亿元，最近几年只徘徊在 3.5 亿元左右，下降 30 % ，其中出口产品品
种下降 32%。究其原因是很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和外贸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国际市场行情变化、
价格大起大落的原因。集中起来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口产品换汇成本高，企业亏损大。根据我局50个出口产品分析，换汇2.80 元— 3.00
元的占 24 % ; 3.00 元～4 .50 元的占 56 % , 4.50 元以上的占 20%。换汇成本一高外贸部门
便控制控制产品出口或压低对工厂的收购价格，企业要出口就得“让利”。如，大中华橡胶厂给
外贸让利（中、小规格轮胎比内销国拨价低 8 % ，大规格轮胎则低 15 % ）的办法实后，1952 年
出口轮胎 24.08 万套，让利 1，405.9 万元，影响企业利润 1，230.8 万元，1984 年出口轮胎下
降到 16 万套，下降 33 % ，让利 1，096.7 万元，影响企业利润 925.3 万元。可见出口越少，
利润损失就越小，而同样规格的产品，由于内销价格比外销高，而质量要求比外销相对低，因此
影响了企业做外销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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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行出口政策还未能妥善解决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目前实行计划内出口每创
汇一美元补贴三分、计划外出口每创汇一美元奖励两角的办法，虽然能起到一些作用，但不能完
全弥补企业损失。据测算，1985 年上海市化工局计划内出口产品将影响企业利润 3 , 500 万元，
按局留利率 11.3 ％计算，少得益 390 万元，损失数额由“三分”来弥补，仍然相差 120 多万
元。职工奖金就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尽管国际市场需要化工产品，但工厂除计划内出口外，
对增加出口还是不感兴趣。如三氯化铁等产品，外商需要，但因企业利润低，奖金少，1986 年
都不生产了。这种政策上的原因，不利于发挥企业产品出口的潜力。第三，工贸关系偏紧，产品
得不到积极推销，国外信息得不到及时沟通。由于工贸双方考虑自身利益比较多，如工业部门要
提高自身经济效益，不愿公开出口产品的单耗、成本、利润情况；外贸部门要完成出口创汇指标
也不向工业部门介绍国际市场信息、动向、价格和帐目，造成双方彼此都缺乏了解相关的经济状
况。因而常有这样的情况，当外商和客户不再来订货时，才知某种产品是长线，结果外贸库存已
大量积压；当外商和客户需要大量订货时，方知某种产品是短线，无奈又坐失了时机；外贸压缩
收购产品，使企业受到损失，而要增加收购产品，企业一时又无法满足。

第四，原材料紧缺，不能满足出口产品的需要。许多产品在国外畅销，在国内市场上同样也
是短线产品，而原材料、能源指令性计划供应只能满足 70—80 % ，计划内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
料和能源国家没有带帽下达，物资部门也未必优先保证供应或明确由外贸进口，以进养出。当前，
由于资金紧缺，企业甚至连原材料有时也无力购买，使国际、国内市场短缺产品的生产都受到了
影响。

第五，生产能力限制，内销紧。满足了国内市场，就满足不了国际市场需要。化工是原材料
工业，要为轻、纺、手配套。如天原化工厂 PVC 聚氯乙烯是轻工、塑料行业的原料，出日要影
响上海工业生产，现年产量达到 4 万吨，全部留国内自用。而北京、天津每年向国外销售 3 , 000
—4，000 吨。

第六，新产品、新品种上不去，影响了出口。国际市场产品竞争剧烈，需要产品不断更新换
代。对我们出口产品的要求也是如此，一是品种要多，二是批量要小，这就给企业出了难题。如
橡胶制品，多生产一个品种，就要多开一副模具，工艺复杂，配套能力差，周转时间长。另外开
发新产品，企业资金很缺乏，如精细化工产品价值高、创汇高、利润高，但大部分企业在市区，
要更新改造，有的还要搬迁，因此无力开发新产品。

此外，企业没有直接对外的经营权，产品无法直接对外销售。化工局现有产品规格达 3 万
多种，尤其是精细化工产品，品种多、规格多，外贸部门不可能全部了解。加上外贸部门等客上
门，做被动生意，有许多产品没有被外商所了解，这在体制上限制了外贸的扩大出口。

总之，扩大化工外贸出口的难度较大，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初步提出以下
建议：

一、内外销要实行同价，以调动企业出口的积极性。现行的产品出口政策如换汇率已经不能
适应国内外商品之间的货币交换，必须使之趋向合理和平衡。企业有利可得，各种困难（如改进
包装等）就会想办法去克服。

二、要调整留成外汇使用与管理办法，缓和外汇紧缺的矛盾。在内外贸解决同价之前，建议
由外贸、工业部门、财政、银行联合成立外汇调节机构。对借用外汇的单位，根据还款（包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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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和人民币）时间长短，加收补贴费；再根据创汇单位各种不同产品由于内外贸不同价所受到的
损失，用补贴费给予补贴。集中留成外汇，合理周转使用。

三、要加强工贸结合，并使部分大中型企业有直接对外经营权，使不少产品具备出口条件能
出口。似可成立工贸联合公司，互相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出口。对出口产品在全局占大头的大中
型企业，如正泰橡胶厂等，可考虑直接对外经营。目前轮胎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上升趋势，正泰橡
胶厂如能独立出口轮胎和进口原材料（包括橡胶），预计 1986 年子午线轮胎出口就可达 30 万
条，到 1990 年可达 50 万条。

四、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的供应，要贯彻内销服从外销和出口优先的原则。同时企业也应当
制订好出口计划，使出口产品计划和物资分配管理口径取得基本一致。

五、依靠技术进步，增加新产品、新品种。每个企业都要想办法，将一至两个产品挤入国际
市场，逐步扩大，以缩小进出口贸易的逆差。

（责任编辑 李宝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