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贸需要拿出更多
“真本事”，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夯实外贸
发展的产业基础。
商务部今后要加快
外贸转动力调结构，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推动外贸从量的
扩张到质的提升。

去年前11个月，轻
工产品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16.4%，其
中 ，出 口 额 达
5514.8 亿美元，同
比增长7.4%，占全
商 品 出 口 额 的
27%，在扭转外贸连
续两年下降局面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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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外贸强劲反弹支撑经济持续回暖

□ 李晓喻

我国经济2017年 6.9%的

GDP 增速系近 7 年来首次回

升。亮眼成绩背后，外贸强劲

增长是重要原因。

增长“超出预期”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外贸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史上

新高：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

人民币；出口15.33万亿元人民

币；进口12.46万亿元人民币。

三者增速亦为2012年以

来首次全部达到两位数：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14.2%；出口

增长10.8%；进口增长18.7%。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我

国外贸成绩不仅好于以往，也

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全球

经济贸易复苏发挥了重要作

用。据WTO最新数据显示，

按美元计，2017年前三季度我

国进出口增速比美国、德国、日

本分别高5.4、4.6和3.0个百分

点；进口增加对全球进口增长

贡献率达17%。

外贸质量进一步提升。数

据显示，2017年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上

升，表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逐渐

显现。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7年我国外贸取得“显著佳

绩”，增长“超出预期”。

业内人士指出，外贸佳绩

首先得益于大环境，2017年世

界经济与贸易一扫颓势，普遍

回暖。据 WTO 数据显示，

2017年前三季度全球70个主

要经济体货物贸易合计出口值

同比增长9%以上。

我国国内经济回稳向好也

为外贸增添暖意。GDP增速现

已连续10个季度运行在6.7%~

6.9%区间。如海关总署新闻发

言人黄颂平所言，“为进口增长

奠定了基础。”

需高质量转型

不过，现在还不是高枕无

忧的时候。

其一，外贸强劲反弹之势

2018年或难延续。从外部看，

如黄颂平所言，当前国际环境错

综复杂，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

然较为突出，可能对全球经济复

苏与金融市场稳定造成冲击，世

界贸易复苏之路仍将曲折。

此外，美国等国频繁推出

贸易投资保护举措，也可能给

我国外贸前景蒙上阴影。

从内部看，2017年外贸同

比增速之所以分外亮眼，与上

年进出口总额处于2012年以

来最低水平不无关系。而

2017年基数较大，2018年我国

外贸维持两位数增速难度亦随

之上升。

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称，判断

贸易复苏是否可持续，还要看

2018年甚至2019年的贸易增

势。如果今后两年贸易增长依

然强劲，才可确定外贸进入新

一轮增长周期。

其二，外贸“大而不强”问

题仍然存在，出口竞争力亟待

提高。我国已将推动高质量发

展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

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

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作为

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外贸同

样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

是比高增长更重要、也更紧迫

的目标。

充分发挥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拓

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

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实现这一目标，工商界力量不

可或缺。

“近年来，我国工商界积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了由

‘买票看戏’到‘登台唱戏’和发

挥主角作用的历史性转变。”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说。

展望未来，卢鹏起表示，在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中，我国工

商界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要

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

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

出转变，从国际产业低端向中

高端提升，要更加积极主动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增强制度性

话语权。

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越

发激烈。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

凭借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

势，争抢中低端制造业订单；一

边是发达经济体大力吸引中高

端制造业回流，“中国制造”如

不奋起，就会在“两头挤压”中

日益边缘化。

“贸促会将进一步改革创

新，充分发挥自身渠道优势，不

断加强贸易投资促进和商事法

律服务工作。”卢鹏起说，搭建更

多贸易投资促进平台，积极代言

工商，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做出贡献。

“外贸需要拿出更多‘真本

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夯实

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商务部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说，商务部今后要加快外

贸转动力调结构，培育外贸竞

争新优势，推动外贸从量的扩

张到质的提升。

“小轻工”在外贸出口中占“大”份额
一批轻工外贸企业围绕转型升级，已经在培育技术、品牌、质量、

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上迈出新步伐

□ 于佳欣

鞋类、箱包、陶瓷、玻璃……

这些我国产的体量不大的轻工

“小”产品，却在我国外贸出口

中占有“大”份额，在2016年的

生产和出口中稳居世界第一，

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创汇行业。

得益于一系列举措

在2017年外贸亮丽的成

绩单中，我国轻工产品的进出

口也表现突出。去年前11个

月，轻工产品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16.4%，其中，出口额达

5514.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7.4%，占全商品出口额的27%，

在扭转外贸连续两年下降局面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轻工产品出口自2013年以

来其实经历了一个先增后降的

趋势。尤其是在2015年~2016年

间，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人民

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出口曾一度

呈下滑态势。2016年轻工产品

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0%。

业内人士在近日召开的

2018年轻工外贸行业发展年

会上指出，这既与外部市场逐

步回暖、需求拉动出口有关，也

是一系列稳外贸举措发挥作

用，以及轻工外贸行业落实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加快转

型升级步伐的结果。

新技术开放与应用

据了解，围绕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建设贸易强国的目

标，我国一批轻工外贸企业围

绕转型升级，已经在培育技术、

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

竞争新优势上迈出新步伐。

成立于1993年的广东凌

丰集团专注于生产销售中高端

不锈钢厨具，连续10年在国内

同行业实现出口第一。集团副

总裁邝乃强表示，“企业提升竞

争力的秘诀之一，就是以工艺

流程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企业

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产业转型升

级基地，并使用全自动化生产

线，以前做一个锅要7天，现在

只要2个小时，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已成

为轻工企业的共识。上海顶新

箱包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向军

说，通过长期制作销售箱包，企

业手中掌握了一批客户对箱包

需求的大数据，目前正在对数

据进行研发处理，力争将来用

大数据指导销售和生产。

科技与人文“两条腿”走路

短期的外部经济回暖并不

是可以松懈的理由。在我国传

统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丧失的

背景下，这些曾经在出口中有

着骄傲业绩的轻工“小”产品，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传统优势正

在逐步削弱。若要继续做大外

贸“大蛋糕”，依然任重道远。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会上

说，未来，轻工行业重点要在提

高发展质量、加强风险防控、创

新发展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

索。同时，要落实好中央税收、

环保等有关政策，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进口

商品博览会等举措，借此不断

拓展新的市场。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

会会长王忠奇表示，转变外贸

发展方式不会一蹴而就，我们

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整合优质资

源、搭建服务平台、争取政策支

持，引导企业转变出口经营模

式，培育出更多的国际知名出

口品牌。

“不同行业的外贸创新也

有不同。”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

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对

于轻工类产品的外贸转型，应

该着眼科技和人文“两条腿”走

路，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创新提

高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要

注重突出文化内涵、推动品牌

建设，打造一批在国际上叫得

响的中国轻工品牌。

□ 于佳欣

近期美国对华贸易保护

“小动作”不断升级，从重启

“301 调查”“232 调查”等多项

已多年不用的贸易救济手段，

到给中国企业赴美正常商业合

作设置“弹簧门”“玻璃门”，再

到将中方市场列入“恶名”，势

头愈演愈烈。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美国

方面不是从自身经济结构失衡

查找原因，而是挥舞保护主义

大锤，打压贸易伙伴，这种给中

美经贸关系钉钉子的行为，实

非明智之举。

美国有句谚语：在手里只

有锤子的人眼中，所有问题都

像钉子。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

的国家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措

施，恰似谚语描绘的情景：用保

护主义的心态看外界，满眼皆

是对手。

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已成

为各国共识的背景下，美国不

断发起对华所谓贸易救济调

查，频频阻碍中方企业投资并

购，其保护主义做法大有“囊括

四海之意，吞并八荒之心”。

投资也好，合作也好，最佳

选择是让企业顺应市场经济规

律自主发展。对一直以自由、

民主等价值观“示人”的美国来

说，屡次以安全审查为由拒绝

他国投资，或自定标准单方面

对他国指责，这种双重标准做

法不仅有损公平竞争原则，也

是对美国所谓自由、民主国际

形象的一种损害。

保护主义不仅无法解决双

方分歧，而且损人不利己，甚至

会让自身发展陷入困境。1930

年美国胡佛政府出台的“斯姆

特－霍利法案”，提高原材料进

口关税，导致美国出口急剧下

降，成为美国经济深陷大萧条

的原因之一。

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

力，仅服务业吸引外资占比就

超70%。从特朗普访华与中方

签订的经贸大单看，中方对美方

在金融、民航等领域的投资进一

步放宽，充分显示出中方扩大中

美经贸往来的诚意。而美方砸

向中国的保护主义大锤，势必损

害双方的经贸合作。

全球化发展一方面深化了

各国之间的依存，另一方面也

加剧了经贸摩擦的程度。面对

分歧，应当对话协商，选择合作

发展，以建设性方式处理敏感

问题，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这样才能让中美经贸

合作之手握得更紧。

给中美经贸关系钉钉子不明智

本报讯 在“一带一路”倡

议推动下，新疆与周边国家经

贸往来、区域合作越来越密切，

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

提升。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数据

显示，2017年新疆实现外贸进

出口额1398.4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出口1200.4亿

元，增长16.5%；进口198亿元，

增长45.8%。出口以机电产品、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

以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为主。

随着中哈两国产能合作、

中巴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的推进，新疆与“一带一

路”沿线的哈萨克斯坦、巴基斯

坦和蒙古国外贸增长强劲。去

年，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实现外

贸进出口额637.2亿元，增长

52.6％；与巴基斯坦实现外贸

进 出 口 额 30.9 亿 元 ，增 长

62.1％；与蒙古国实现外贸进

出口额10亿元，增长86.5%。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新疆作

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的优势越发明显。特别是海关

通关一体化、各项外贸优惠政

策的实施和中亚国家经济的

回暖，带动了新疆进出口高速

增长。（符晓波 李晓玲）

本报讯 南京海关近日

通报，外贸大省江苏2017年实

现进出口40,022.1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19.1％；占同期全

国进出口总值的14.4％，提升

了0.6个百分点。

2017年以来，江苏外贸月

度进出口保持回稳向好、稳中

有升的总体态势，进口、出口

增速均高于全国。尤其是随

着全球电子信息行业明显好

转，江苏IT等部分机电产品出

口增长较快，甚至出现供不应

求、价格大涨局面。

据南京海关统计，2017

年，江苏电子信息业进出口

14,728.8 亿元，增长 22.5％。

其中，手机、平板电脑和便携

式电脑分别出口906.2亿元、

448.7 亿元和 1366.8 亿元，增

长70.6％、26.8％和14.4％，仅

此3项商品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度就达到18.1％。

同时，江苏与“一带一路”沿

线西亚、北非、南亚部分国家进

出口增长超20％。（刘巍巍）

本报讯 据河南洛阳海关

发布，2017年洛阳进出口总值

为133亿元，同比增长14.9%，

进出口总值创2012年以来新

高。其中，进口15.4亿元，同

比增长5.7%；出口117.6亿元，

同比增长16.2%，出口创历史

最高。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

成为洛阳去年外贸增长的重要

原因。据统计，去年洛阳对“一

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占比近

一半，进出口达62.7亿元，同比

增长17.1%，高于全市平均增

速2.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58.7亿元，同比增长13.8%；进

口4亿元，同比增长1.1倍。

洛阳进出口贸易还呈现以

下亮点：在贸易类型方面，一般

贸易快速增长；在贸易主体方

面，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现提

升，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依然显

著；在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

出口占六成，高新技术产品实现

高速增长；在贸易对象方面，东

盟、欧盟和美国成为洛阳市三大

出口市场，三者合计占全市出口

总值的42.1%。 （欣 欣）

新 疆 外 贸 保 持 高 速 增 长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优势明显

江苏进出口增速均高于全国
总额首破4万亿元人民币

河南洛阳借力“一带一路”外贸双增长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显著

中欧班列（义乌—
波兰）运邮测试
班列义乌启程
近日，中欧班列（义乌—波

兰）运邮测试班列从浙江义乌

出发，前往波兰马拉舍维奇

站。此次中欧运邮测试班列的

成功开行，将为义乌小商品开

辟经济、便利的国际邮件运输

新模式。

新华社发（龚献明 摄）

2017年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史上新高，不仅好于以往，也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对全球经济贸易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