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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世界经济“稳定器”

               ——首季中国经济观察之稳外贸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
电 题：筑牢世界经济“
稳定器”——首季中国
经济观察之稳外贸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红
霞、丁乐、徐扬

2020年，世界经济
遭遇“黑天鹅”。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各国人民生命健康遭受
严重威胁之时，全球贸
易同样备受冲击。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预
测，考虑到疫情因素，
今年全球贸易恐将缩水
13%至32%。大灾难下，
中国外贸表现如何？稳
外贸可向何处发力？

政策“及时雨”助
外贸克难前行

“ 中 欧 班 列 帮 我
们 解 决 了 大 问 题 。 ” 2
月27日，目送班列启程
后，中联重科国际业务
管理部负责人李宾松了
口气，“这趟车装载着
我们发往中白工业园的
机械工程设备和生产原
材料。通过中欧班列，
从长沙到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运输时间从海
运所需45天缩短到15天
左右，物流费用大大降
低。”

疫 情 重 创 全 球 物
流业。不少航班停运、
港口封闭，一些航运企
业“举步维艰”。

稳 外 贸 ， 必 须 稳
住 外 贸 物 流 链 。 中 欧
班列，成为我国稳住外
贸物流链、乃至稳住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
抓手。海关、交通、铁
路 、 邮 政 等 部 门 接 连
出台举措，效果已经显
现。

今年一季度，中欧
班列共开行1941列，发
送货物17.4万标箱，同比
分别增长15%和18%。3

月份，中欧班列开行数
量突破800列，其中去程
班列的数量突破500列，
这两项指标均创下了单
月历史最高纪录。

随着疫情在全球扩
散，我国外贸企业遇到
这样那样的难题。一开
始是复不了工，复工复
产后产品又运不出去，
再 到 后 来 ， 产 品 能 运
出去时海外客户又大批
量延迟接收或者取消订
单……不少外贸企业这
几个月过得可谓“步步
惊心”。

“ 好 消 息 是 4 月 份
海 外 客 户 又 恢 复 收 货
了。”浙江宁波一家从
事卫浴产品出口20多年
的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坏消息是，发
完这些货，又没有新订
单了。”

海 关 数 据 显 示 ，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4%。其中，出口3.33万
亿元，下降11.4%；进口
3.24万亿元，下降0.7%；
贸易顺差983.3亿元，收
窄80.6%。

“显然，我国外贸
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庄芮说，
但一季度的降幅在预料
之中，甚至好于一些机
构的预期，这跟中央适
时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的
实招硬招密切相关。

记者梳理发现，仅
3月份以来，国务院常务
会议就至少4次研究稳外
贸举措，出台了引导金
融机构增加外贸信贷投
放、对除“两高一资”
外所有未足额退税的出
口产品及时足额退税、
在已设立59个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的基础上新
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等举措，有力支撑
我国外贸克难前行。

为 稳 住 全 球 产 业
链供应链作出“中国贡
献”

10.6亿只！这是4月
24日一天之内，中国出
口口罩的数量。

随 着 疫 情 发 展 ，
我 国 从 “ 接 收 口 罩 ”
向“输送口罩”转变，
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
人民，用上了“中国口
罩”，穿上了“中国防
护服”，用上了“中国
呼吸机”。

这 是 中 国 对 全 球
抗疫贡献的一个缩影。
除了加大向国际市场供
应 原 料 药 、 生 活 必 需
品、防疫物资等产品，
中国还不止一次发出致
力于“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的明确信
号。

2月21日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
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
调，优先保障在全球供
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
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
生产供应，维护全球供
应链稳定。

“我相信，能够雪
中送炭的朋友才是真正
的 朋 友 。 ” 2 月 份 ， 一
封署名韩国产业通商资
源部长官成允模的感谢
信，寄到了山东省委主
要负责同志的案头。

韩 方 感 谢 信 的 背
后 ， 是 山 东 建 立 省 、
市、企业“点对点”跟
踪推进工作机制，不遗
余力推动32家韩资汽车
配件企业全部复工，稳
定全球汽车供应链。

全 球 化 时 代 ， 一
台电脑，组装可能在欧

洲，芯片封装测试却可
能在成都。一辆汽车，
整车可能在日本下线，
变速箱却可能在广州生
产。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不仅对我国
稳外贸有现实意义，还
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
更包含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深切意涵。

危中寻机促进外贸
高质量发展

“受疫情影响延迟
复工，今年一季度产值
9000万元，同比下降55%
。 ” 说 到 这 份 “ 成 绩
单”，广东省东莞市迈
思普电子有限公司销售
副总经理张和胜似乎并
不担心。

2 月 1 2 日 企 业 复 工
以来，这家企业产能已
经全部恢复。“预计4月
产值可达9400万元，超
过前面三个月之和，并
且预计全年产值可增长
50%。”张和胜说，对
市场的信心，来源于对
自家产品质量有信心。

“现在这个特殊时
期，人们居家多了，看
电视的多了，机顶盒电
源适配器作为公司拳头
产品，需求量也大增。
公司掌握核心技术，关
键配件也能自产。生产

线目前实现了第二代自
动化，正在筹划第三代
自动化。”他说，除了
加大研发力度修炼“内
功”，公司在拓展国际
市场方面也在“开花结
果”。

迈思普是个例，但
不是孤例。疫情之下，
不少外贸企业在承受压
力的同时，凝心聚力谋
转型，努力向产业链供
应链更高端迈进。

也要看到，外贸面
临的难题，不一定非得
用外贸的方式来化解。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 支 持 企 业 出 口 转 内
销。

“ 出 口 转 内 销 与
内外贸有效贯通密切关
联。”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 会 副 主 任 房 爱 卿 认
为，该领域仍面临一些
限制，有些涉及企业发
展观念，有些涉及标准
衔接方面，有些涉及财
税政策，需要多方研究
协同推动。

“ 办 法 总 比 困 难
多。”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
生说，中国外贸有相当
强的韧劲，也有足够的
巧劲，有条件继续克难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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