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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贸易策论大国贸易策论··外贸全景外贸全景

1月份进出口数据远超预期实现“开门红”，让业界为之振奋。但2017年，中国外贸业仍将受

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外贸如何释放新的动能？

今年 1 月我国进出口实现“开门

红”，引发业界热议。不过专家指出，

虽然较好的数据显示出经济向好的状

态，但对今年的外贸形势也不能盲目

乐观，“开门红”是否能变成“全年红”，

还有待持续观察。但是值得欣喜的

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主要产品结

构、出口地区、市场业态、贸易方式、市

场主体等方面继续优化和改善，正在

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开门红”能否持续
有待观察
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最近的外

贸数据可谓是给民众打了一针“强心

剂”，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强

劲发展的信心倍增。原因是中国2017

年 1 月进出口同比增速大幅提升，远

超预期。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中国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

期增长19.6%，总体数据和增速均实现

“开门红”。但是专家指出，从“开门

红”到“全年红”，仍有许多险关和难

关，2017年，中国外贸业仍将受到诸多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面临巨大挑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苑涛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今年 1 月我

国进出口增长的确比较多，而且虽然

出口增长的幅度比进口增长的幅度

小，但是我们国家因为出口额本身比

较大，所以实际增长量还是比较多的，

这当然是非常向好的贸易状态，是值

得肯定的。

“同时，我们对今年的外贸形势也

不能盲目乐观。”苑涛指出，首先，前两

年我国外贸都是下降的，换句话说，今

年 1 月份的基数相对不高，1 月增长较

多也与基数有一定的关系；其次，是要

关注到世界经济或者说外部环境对我

国外贸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与美国的

贸易关系到现在为止还不明朗。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

总经理潘向东也表示，1月份我国进出

口同比增速显著提升，主要原因是基

数低。出口增速中长期持续性仍受到

外需改善幅度制约，2月份进口增速可

能出现一定回落。2017年由于特朗普

代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

出口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贸易顺差

仍存在下降的可能。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

指出，2017年外贸开局良好，但外贸增

长的压力仍在，趋势能否延续有待观

察。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所改善，

但边际上改善幅度仍然较弱。而且要

提防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升级。贸

易摩擦包括海外新领导人上台的保守

贸易政策，还有对中国过剩产能产品

的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和摩擦。此

外，历史看每年一、二月份外贸数据波

动较大，不宜对一个月数据跳升过度

乐观，外贸好转的趋势确认还有待观

察。

政策利好
催生外贸新动能
据记者了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等重大

政策推进下，2016 年我国对外贸易发

展在主要产品结构、出口地区、市场业

态等方面继续优化和改善。

对此，苑涛表示，近年来，我国出

口都在呈现出较好的变化态势，不仅

在数量上增多，质量方面也有很大的

提高。例如出口结构方面，我国中高

端工业产品的出口份额正在持续增

加。这就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

持续地由原来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

进。这也说明国内产业升级等一系列

改革正在取得明显的成效，我国外贸

企业的利润也会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

有一定程度增加。

苑涛举例说，从我国劳动者收入

不断上升的数据中可见一斑，比如出

口衬衫和运动鞋的企业，支付这么高

的人力成本后，在国际市场还能出口

这么多的产品，说明出口企业的产品

结构发生了变化，中高端产品的比例

在增加，因为中高端产品比中低端产

品利润更高，企业获利也更多。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也表示，

2016 年对外贸易实现回稳向好目标，

向好表现为结构优化。高虎城表示，

“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出口商品绝大部

分是消费品，现在正在走向消费品和

投资品并重的时期。”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高

附加值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增长超过

5%，高技术含量的航天航空、光电通

讯设备出口增长超过10%。

在出口地区方面，受到“一带一

路”倡议相关政策的推动，去年我国对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出现较

大幅度的增长。2016 年，我国对巴基

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

等国出口分别增长11%、14.1%、11.8%、

9%和 6.5%。同期，我国对欧盟出口增

长1.2%、对美国出口微增0.1%、对东盟

出口下降 2%，三者合计占我国出口总

值的46.7%。

此外，新业态成为我国外贸新动

力。2016年中国试点区域跨境电商进

出口额达 1637 亿元，增长 1 倍以上。

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 2039 亿元，增长

16%。四家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服

务中小企业超过 4 万家。以技术、标

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

争新优势加快形成，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正在成为外贸发展新的动能。

从贸易大国
到贸易强国
高虎城此前曾强调，未来中国外

贸发展需要摆脱速度情结、数字情结，

着重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摒弃以速

度论“英雄”的观念，推动中国由贸易

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据记者了解，此前虽然加工贸易

对推动外贸发展和稳定就业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因为加工贸易出口始终占

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所以业内人士

指出，我国只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

强国。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受

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国内相关政策

的促进，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

重逐年下降。2011 年，一般贸易在出

口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加工贸易，并

且该现象此后一直持续。2016 年，我

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13.39 万亿元，增

长0.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5%。

对此，苑涛分析，此前我国加工贸

易的份额一直很高，不过近十年来这

个状态开始改变，现在的趋势是一般

贸易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不断减少。

一般贸易的增加说明我国出口产品从

原材料到成品都是在本国完成的，这

也代表着我国生产能力的提升,从而

带动了出口结构或者出口方式的变

化。

另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出口

贸易主体也在不断优化，2016 年我国

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到 46%，提高了

0.8个百分点，成为第一大贸易主体。

“十年前出口最多的是外资企业，

现在外资企业的份额不断下降，国有

企业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增加最多

的是民营企业。”苑涛表示，近年来，民

营企业进出口业务都在持续增加，从

这个趋势来看，我国经济的活力、外贸

的活力还是很好的。

中国外贸回暖明显仍存隐忧

本报记者 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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