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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在位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的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工
人正赶制外贸订单，生产热风枪产品。

胡肖飞摄（人民视觉）

▲去年以来，一些外贸企业面临“缺柜”
难题。针对外贸需求，东方国际集装箱 （广
州） 有限公司近期开足马力做好集装箱生产。
图为1月10日，该公司码头一派繁忙。

王美燕摄（人民视觉）

做好跨周期调节，迈向贸易强国
白 明

开放谈开放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部署稳外贸工作——

15项新举措，为外贸企业加油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过去一年，中国外贸顶住疫
情冲击、汇率波动、物流阻滞等
压力，抓住世界经济复苏、国际
订单回流等机遇，交出了亮眼成
绩单。同时也应看到，考虑到上
年基数较低等因素，单一年份大
幅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外贸发展
从此“一路坦途”。2021年，中国外贸增长仍有显著的
恢复性特征。展望2022年，散发新冠肺炎疫情、海运
价格上涨等风险仍存，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外贸企业在新的一年里留住订单、稳住市场，
面临诸多挑战。

在此背景下，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
关系到中国能否从贸易大国全面迈向贸易强国。《关于
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简称《意见》）
对做好外贸领域跨周期调节做出部署。2022年，如何
理解并落实好《意见》，继续做好稳外贸工作？

在积极培育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近些
年来，部分外贸企业不再一味热衷于低价竞争，而是
从技术、质量、服务、品牌、标准等多方面入手，积
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在

发挥好各类园区托举作用，如加强国家加工贸易产业
园培育建设，深化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合作共
建，加快培育认定新一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和
示范地，稳定加工贸易发展等。

在强化企业对国际市场的适应力上做文章。在去
年以来国际海运价格“井喷式”上涨的背景下，为缓
解企业物流成本压力，《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鼓励外
贸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协议，引导各地方、进出
口商协会组织中小微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进行直接对
接，促使航运企业在调整运费时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
利益。同时，发挥好海外仓作用也有助于克服物流风
险对出口贸易的制约。

在控制贸易运行的安全风险上多想办法。判断一
个国家是否属于贸易强国，固然需要看贸易规模的扩

张，但也不能忽视对外贸易运行中的安全问题。为
此，《意见》特别强调积极保障大宗商品国内供给、提
升外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等，尽可能将原料、汇
率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外贸运行的影响降至最低。

帮助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应对好各
种风险挑战，不能仅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要适度
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扶上马、送一程”的作
用。各地各部门应在合规的前提下，对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企业予以支持，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承保的
覆盖面和规模，加大对外贸企业出运前订单被取消风
险等的保障力度。

随着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RCEP自今年1月1日起
生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将迎来更大空间、更多机
遇。例如，采用累计原产地规则意味着出口企业有更

多机会享受零关税待遇。充分利用
好RCEP生效等有利条件，及时做
好宣传引导和政策衔接，将使稳外
贸工作事半功倍。

2022 年，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冲击下，中
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风险和多重挑

战。做好稳外贸工作，既要有充分信心，也不可掉以
轻心。随着《意见》各项措施逐步落实落细，中国稳外
贸工作的跨周期调节手段将不断丰富。以跨周期调节
作为抓手继续做好稳外贸工作，将更有针对性为外贸
企业纾困解难，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稳外贸有基础、有条件

2021年中国外贸发展量质齐升，拉动国
民经济增长，也为全球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看规模——2021年，中国进出口规模达
6.05万亿美元，年内连续跨过5万亿、6万亿
美元两大台阶，达到历史新高。以人民币
计，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9.1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4%。

看质量——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一般
贸易进出口占比超过六成。外贸经营主体活
力有效激发，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增长
26.7%，占 48.6%，提升 2 个百分点。机电产
品进出口均保持良好增势。

看新业态——跨境电商 5 年增长近 10
倍，2021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超过1500家；海外仓数量超过2000个；
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已建成约130个；离
岸贸易稳步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推
动中国外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中国外贸运行良
好，稳外贸成效显著，为下一步稳外贸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

“去年，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进程加速，
朋友圈不断扩大，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传
统市场继续巩固的同时，东盟、拉美、南
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快速成长，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传统市
场与新兴市场相互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同
时，民营企业在外贸格局中扮演了日益重要
的角色，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南自由贸易港等各类开放平台对外贸增长的
引领作用更强劲，为中国外贸平稳增长保驾
护航。”赵萍说。

不过，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也面临着不容
小觑的压力，稳主体、保订单需要稳外贸政
策进一步形成合力。“2021 年我国外贸爬了
一个高坡，2022年稳外贸压力大，为了熨平疫
情等突发因素可能导致的外贸短期波动，我国
第一次在外贸领域提出要做好跨周期调节。”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说。

赵萍分析，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和疫情
持续冲击背景下，外贸企业普遍面临缺芯、
缺柜、缺工等“三缺”问题和运费、原材料
成本、能源资源价格、人民币汇率上升等

“四升”挑战。对此，需要从更宏大的跨周期
视角、立足国内外复杂多变环境，做好2022
年稳外贸工作。她认为，此次《意见》注重

长短期政策的有效结合，体现了兼顾稳外贸
工作中短期局部问题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双
重政策导向。《意见》的出台，将为助企纾困
特别是扶持中小微外贸企业、促进外贸平稳
发展提供支撑。

助企纾困，稳市场主体

“退税的加速办理，帮我们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率。”时下正是柑橘大量上市的季节，也

是橘子罐头生产旺季，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
管理区的汇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立
安对不断加速的出口退税进度竖起大拇指。

2021年，这家企业搬入新园区后，受散
发疫情、原料和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海运价
格走高等因素影响，企业资金周转一度面临
压力。为此，税务部门主动开展“一对一”
精准帮扶，为其设立出口退税绿色窗口。去
年1-11月，公司累计出口退税就达68.88万
元。“及时的资金保障，让外贸企业把更多优
质产品送出国门。”肖立安说。

市场主体是外贸平稳发展的基石。外贸
企业订单稳、预期稳，离不开一系列财税金
融及产业等政策的有力支持。《意见》从挖掘
进出口潜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稳主体保订单等方面提出多项新举措，为外
贸企业带来更多获得感：

出口退税还将提速——2022年，出口退
税进度将继续加快，税务部门办理正常出口
退税的平均时间将压缩至6个工作日以内。

直击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对纺织
品、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企

业，各地将继续落实好各项减负稳岗扩就业
政策措施。

出口信保作用巩固提升——优化出口信
保承保和理赔条件，积极拓展产业链承保，
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出运前订单被取消
风险等的保障力度。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鼓励引导
银行机构结合外贸企业需求创新保单融资等
产品，各类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
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的信贷支持
力度。

提升外贸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保
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推动银行机构进一步开展针对中小微外贸企
业的远期结售汇业务，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
跨境贸易结算。

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强国家加
工贸易产业园培育建设，加快培育认定新一
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和示范地。培育
一批贸易双循环企业。以合规方式对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企业予以支持，支持各地研究
建立外贸领域用工定点定期监测机制。

梁明表示，《意见》 中有关加快出口退
税、提升出口信保、缓解国际物流压力等举
措，为外贸企业纾解当前困难，保持了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稳住外贸基本盘。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在许多外贸经营主体看来，破解“老问
题”、拓展“新领域”，是此次《意见》的一
大亮点，这将为外贸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的
推动作用。

大宗商品价格高，原材料成本压力大；
海运涨价、集装箱短缺为跨境物流增变数；
外贸企业难以适应汇率波动和市场变化带来
的外部冲击……破解近年来持续困扰企业的
这些“老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证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为畅通外贸供应链，《意见》提出，将鼓
励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协议，组织
中小微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进行直客对接。
加强国际海运领域监管，在多双边场合呼吁
共同畅通国际物流。做好大宗商品进口工
作，积极保障大宗商品国内供给。加快推进
贸易调整援助。记者了解到，不少外贸企业
已在对接航运企业，探索长期合作。

在推动外贸创新发展方面，跨境电商、
海外仓、离岸贸易、绿色贸易、贸易数字化
等成为稳外贸工作的“关键词”。《意见》明
确，将增设一批跨境电商综试区，培育一批
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地区）。同时将鼓励金融
机构以市场运作方式加大对各类企业建设和
使用海外仓的支持，促进海外仓高质量发
展；调整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扩大进口类别，更好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推进对外贸易制
度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加快推动贸
易高质量发展。”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
做好新一批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围工作，完善
海外仓网络，稳步推进离岸贸易发展。探索
建立绿色贸易标准和认证体系，打造绿色贸
易发展平台。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和外贸企
业数字化转型，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打造
一批贸易数字化领航区。

稳外贸，怎样做好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
有效衔接？赵萍表示，在推动《意见》落实
过程中，短期要重点“稳增长”，中长期则要
重点“促改革”。“短期内，要以政策稳带动
外贸稳，以更好保就业、保主体、保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为着力点，确保政策不急转弯。
从中长期来看，则要在落实《意见》时以外
贸发展中的全局性、系统性问题为导向，统
筹发展与安全，聚焦创新驱动、绿色赋能，
确保‘十四五’期间外贸高质量发展目标如
期实现。”赵萍说。

新年伊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生效。眼下，外贸企业都在琢
磨着抢抓机遇，开拓RCEP国家市场。浙江
宁波赛嘉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宁介绍，公
司团队近期在逐条梳理可享受的RCEP政策
清单，“RCEP带来了关税的降低，促进了要
素自由流动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我们准
备把握住RCEP生效带来的利好效应，加快
布局新的海外产销基地。”

有新机遇不断涌现，有好政策加力支
持，稳外贸的信心更足了！

隆冬时节，外贸一线却
是热火朝天。一艘艘远洋货
轮满载着集装箱陆续出港，
一趟趟中欧班列密集地穿梭
于亚欧大陆之间。2021 年，
中国外贸交出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新的一年，这种好势
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
一步稳外贸的意见》，15条具
体措施，从加强财税金融政
策支持、鼓励外贸新业态发
展、缓解国际物流等外贸供
应链压力、支持重点产业重
点企业4方面为外贸助力。这
些实招、硬招受到外贸主体
的欢迎，大家纷纷表示“稳
外贸心里有底了”！

年度进出口规模再上新台
阶，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

•进出口规模达6.05万亿美元

•全年外贸增量达1.4万亿美元

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
实现稳定增长，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更快

•与前五大贸易伙伴东盟、欧
盟、美国、日本和韩国进出口规模
大幅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增长23.6%，比整体增速高2.2
个百分点

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一
般贸易进出口占比超过六成

•一般贸易进出口 24.08 万亿
元，增长24.7%，占61.6%，提升1.6
个百分点

外贸经营主体活力有效激
发，民营企业进出口更加活跃

•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56.7 万
家，增加3.6万家。其中，民营企业
进出口19万亿元，增长26.7%，占
48.6%，提升2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进出口均保持良
好增势

•出口机电产品12.83万亿元，
增长20.4%，占出口总值的59%

•进口机电产品 7.37 万亿元，
增长12.2%，占进口总值的42.4%

2021年
中国外贸
量质齐升

20220211年年
中国外贸中国外贸
量量质齐升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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