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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省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1、对外贸易规模

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 , 是甘肃省“ 入世”后对外贸易发展

的一个最显著表现。

表 1 2001- 2005 年甘肃进出口变化情况

表 1 显 示 , 2001 年 全 省 进 出 口 贸 易 总 额 按 不 变 价 计 算 为

179707.08 万元 , 2005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594837.90 万元 , 年均增

长 34.88%; 其中 , 出口年均增长 22.40%, 进口年均增长 49.44%。

2、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一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 ,“ 入世”后甘肃

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提高。

表 2 2001- 2005 年甘肃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情况

表 2 显示 , 2001 年甘肃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5.73%, 而 2005 年

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到 11.14%, 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 , 出口

依存度从 2001 年的 3.50%提高到 2005 年的 4.62%, 进口依存度

从 2001 年的 2.23%提高到 2005 年的 6.52%。

3、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表 3 2001- 2005 年甘肃省出口商品结构情况

表 3 显示 , 2001 年甘肃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为 10.71%, 工业制

成品出口比重为 89.30%, 2005 年初级产品 出 口 比 重 为 13.98%,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为 86.02%, 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略有上升 , 工

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略有下降。2001 年甘肃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为

30.12%, 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为 69.88%, 2005 年初级产品进口

比 重 为 48.62%, 工 业 制 成 品 进 口 比 重 为 51.38%, 初 级 产 品 进 口

比重下降 , 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上升。

4、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表 4 2001- 2005 年甘肃省出口商品国别情况

表 4 显示 , 2001 年甘肃出口的主 要 地 区 依 次 为 : 日 本 、新 加

坡、韩国、美国、香港和台湾 ; 到 2005 年 , 主要出口地区基本上还

是这些地区 , 但是排序发生变化 , 依次为: 韩国、日本、美国、香港、

台湾和新加坡。

表 5 显示 , 2001 年甘肃进口的主要地区依次为 : 澳大利亚、

智利、美国、韩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德国 ; 到 2005 年 , 从这

些地区进口的比重发生了变化 , 主要的进口国为 : 澳大利亚、智

利、德国和美国 , 从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比重下降。

5、利用外资情况

表 6 显 示 , 2001 年 甘 肃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总 额 为 20, 558 万 美

元 , 2005 年增加到 25, 639 万美元 , 年平均增长 5.68%; 在实际利

用外资总额中 , 2001 年对外借款金额为 13, 119 万美元 , 2005 年

对外借款金额为 23, 595 万美元 , 年平均增长 15.81%; 2001 年外

商直接投资金额 为 7, 439 万 美 元 , 2005 年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金 额 为

2044 万美元 , 年平均下降 27.60%。

二、甘肃省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对外贸易总量不足

2005 年甘肃对外贸易总额为 29.87 亿美元 , 同期全国的对外

贸 易 总 额 为 14219.06 亿 美 元 , 甘 肃 仅 占 了 全 国 的 0.21%; 2005
年 , 广东对外贸易总额为 4391.84 亿美元 , 是甘肃的 147 倍 ; 2005
年 , 西部 12 省对外贸易总额为 492. 50 亿美元 , 甘肃仅占 6.06%。

2、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

2005 年甘肃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11.14%, 同期 , 西部的对外

贸易依存度为 11.04%, 全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58.89%, 东部的

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91.63%。甘肃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仅略高于

西部的平均水平 , 但是 , 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3、出口商品结构不尽合理

2005 年甘肃出口产品中贱金属及其制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

额 的 55.64% , 机 器 设 备 及 音 像 设 备 出 口 占 全 省 出 口 总 额 的

11.67%; 化工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8.71%; 植物产品出口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7.84%, 以上四类商品的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

的 83.86%。甘肃出口商品结构不太合理 , 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

类商品上。

4、进出口商品的地理结构严重不平衡

2005 年甘肃的进出口市场结构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出

口市场高度集中于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市场 , 甘肃对这三个国家

的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52.44%, ; 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于澳大

利亚、智利和德国等市场 , 甘肃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商品总额占

全省进口总额的 61%, 而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只占全省进

口总额的 39%。

5、利用外资水平很低

2001 年 , 甘肃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 2.0558 亿美元 , 占全国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0.41% ; 2005 年 , 甘 肃 省 实际利用外资总

额为 2.5639 亿美 元 , 占 全 国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下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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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00 页) 与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存在必然的联系。产品做为标

的物 , 其属性与其他指定物没有任何区别。但做为交易环节中的

一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是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与权利瑕疵担保责

任的集合体,有着他们的普遍特征。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的确立源

于对市场公平的希望 , 而和谐的市场秩序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动

力 ,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为此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当前我国产品瑕

疵担保责任虽日趋完善 , 但仍存在一定问题 , 需要不断的探索与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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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8 页) 0.40%。甘肃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少 , 增长缓慢。

三、甘肃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对策建议

1、改善投资环境 , 加大利用外资力度

甘肃地处内陆 , 交通运输 , 经济还比较落后 , 这对外商了解甘

肃 , 同甘肃进行贸易往来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 因此必须加大力度 ,

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因此 , 我们必须在自然环境、政府服务、市场

法规和国际贸易政策方面创造出优美、完善、宽松、吸引人的氛围

和机制 , 大力吸引外资 , 推进全省对外贸易的发展。

2、鼓励出口 , 增加对外贸易总量

要想快速发展甘肃外贸 , 政府必须运用外贸政策、法律手段

等一切合法、有效的办法 , 为扩大出口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 鼓励

越来越多的企业由内销转外销 , 重奖对出口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和

单位 ; 建立和加强促进出口的权威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和专门的服

务机构 , 改善出口环境 ; 根据国际市场需要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

和产业结构 , 追求有利于出口的产业目标。

3、建立出口市场服务体系 , 引导企业出口

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组织 , 研究制定出口战略 , 建立对外贸易

商业情报网 , 及时向出口商提供商业信息和资料。建立和完善全

省出口商品生产体系 , 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 集中各方面有利条件 ,

在统一管理和协调下 , 按照适应国际消费者要求、保持和增强国

际竞争力的需要 , 从事优质化、系列化、国际化生产经营。

4、制定外贸发展战略 , 实现贸易战略和引进外资战略的转变

甘肃省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 , 制定本省的外贸战略目

标 , 根据战略目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新的外贸发展战略应该

是 : 以自由贸易带动为主的经济与贸易互动增长的战略 , 主动把

握加入 WTO 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 , 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 , 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 使甘肃对外贸易和整

个经济尽快上一个台阶。

我们对这种工艺的改进主要在内模上 , 在内模底部每隔 2 米

留一 1 米长 10～20cm 宽的槽。浇注底板时 , 在开槽处用振动棒

引流混凝土 , 振捣密实后整平混凝土 , 用木板封住槽口 , 继续浇注

腹板、顶板。

5.2 模板拆除及养护

全梁砼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40- 50%时方可进行模板的拆除

工作。拆模时注意顶板和易导致棱角破坏部位, 一定要小心, 防止掉

边。砼浇注完成后根据气温状况进行砼养生, 确保砼表面充分潮湿 , 同

时对预留孔道应加以密封保护 , 防止金属波纹管生锈或堵管。

6.1 准备工作

施工前应按规范要求 , 将千斤顶和压力表检测标定。并由计

量部门出标定书。根据标定书上的数据 , 绘出张拉力与压力曲线 ,

算出设计张拉应力所对应的压力表数。

预应力钢绞线进场后 , 应及时送检 , 合格后下料。钢绞线的切

断宜采用砂轮切割片 , 保证切口平整 , 线头不散。然后钢绞线根据

使用部位进行编束 , 每隔 1.5- 2m 用扎线绑扎一道 , 并编号放好。

6.2 穿束

箱梁砼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90%时 , 就可进行钢绞线穿束 , 穿

束前清理好波纹管中的杂物和污物。用塑料布包住线头便于穿

束。穿束时两侧工人用力要均匀一致 , 保证钢绞线顺直。钢绞线穿

好后 , 上好锚具以备张拉。

6.3 张拉

张 拉 时 按 设 计 文 件 要 求 双 向 对 称 张 拉 。 张 拉 程 序 为 0—

0.1PK—0.2 PK—1.0 PK( 持荷 2min) ———锚固

其中 : PK 为设计张拉控制应力。

张 拉 过 程 中 先 张 拉 到 0.1PK, 然 后 开 始 张 拉 量 测 伸 长 值 到

0.2 PK, 最后张拉到要求的张拉控制应力持荷后锚固。

张拉时采用张拉力和伸长值双控 , 理论伸长值和实际伸长值

误差不应超过 6%, 如超出须停止张拉 , 查找原因。

张拉时注意事顶 :

预应力钢绞线张拉时 , 现场要有明显的标志 , 严禁闲杂人员

进入 , 张拉过程中 , 千斤顶后不得站人 , 防止锚具夹片弹出伤人。

预应力钢绞线张拉过程中要严格按程序施工 , 均匀施加力。

油泵操作人员给油和回油要慢 , 不得骤然间回油和给油。张拉要

从最上面的孔道开始左右双向对称张拉 , 张拉完最上两孔后再张

拉下面。

张拉时要有专人量测伸长值 , 并做好原始记录。

( 1) 钢绞线张拉完毕后应当将锚塞周围预应力钢绞线间隙用

水泥浆封锚 , 待强度够时就可以注浆。

压浆前认真对排气孔、注浆孔等全面检查 , 并对压浆设备进

行安装检查。压浆机采用活塞式压浆泵 , 压浆泵要同水泥浆搅拌

机相连接并不停搅拌 , 防止水泥浆凝固。压浆泵最大压力宜为

0.5—0.7mpa。压浆应从下至上 , 每一个孔道应达到另一端饱满和

出浆 , 并应达到排气孔排出与规定稠度相同的水泥浆为止。为保

证管道中充满灰浆 , 将出浆口塞住 , 应保持不小于 0.5mpa2min。如

采 用 二 次 压 浆 , 间 隔 时 间 宜 为 30—40min。 水 泥 浆 水 灰 比 宜 为

0.4—0.45, 并掺入减水剂和彭胀剂 , 水泥浆的泌水率最大不超过

3%, 水泥浆稠度宜控制在 14—18s 之 间 , 天 气 温 度 高 时 取 上 限 ,

反之取下限。

( 2) 对需要封锚的锚具 , 压浆后应先将其周围冲洗干净 , 并对

梁端砼凿毛 , 然后按设计布设钢筋网浇注封锚砼。但要严格控制

封锚后的梁体长度。对于外露的锚具 , 应用高标号砂浆抹上 , 防止

锈蚀。

施工工艺对工程质量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 要提高箱梁的施

工质量就必须有好的施工工艺 , 并使其不断完善。改进内模后的

施工工艺 , 使箱梁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 , 既保证了箱梁( 特别是底

板) 的施工质量 , 又大大提高箱梁的施工效率 , 是提高箱梁质量的

合理工艺。

6 预应力施工

7 箱梁孔道压浆和封锚

8 结语

建筑设计

!!!!!!!!!!!!!!!!!!!!!!!!!!!!!!!!!!!!!!!!!!!!!!!!

!!!!!!!!!!!!!!!!!!!!!!!!!!!!!!!!!!!!!!!!!!!!!!!!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