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我国外贸全年增速为 6.2%，尽管
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但今年进
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目前来看，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仍然
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
不足，外需难以有效好转；国内生产经营成本
的上升导致竞争优势的削弱；来自不同国家
种类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都将对我国对
外贸易的外部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有利的因
素和积极的变化。比如，目前国际上一些主

要经济体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将使世界经济增
速停止下滑，国内各项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
政策效果也会逐步加以释放。

海关总署近期对两千家企业开展的一项
问卷调查显示，2012 年 12 月份我国出口经理
人的指数为 34.2，较 11 月份提升 2.1 个点。
这也是该指数自去年 6 月启动调查以来的首
次回升，其中，出口经理人新增订单指数为
36.9，较 11 月份回升 2.9；出口经理人信心指
数为 38.2，较 11 月份回升 2.4；出口企业综合
成本指数 18.4，较 11月份下滑 0.7。

在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
长郑跃声看来，上述指标表明出口企业的信
心有所增强，出口订单的数量正在增加，综合
成本的下降将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改
善，“两升一降”预示着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
出口可能会有所好转。

那么，今年全年的外贸走势又会是什么
样呢？尽管措辞谨慎，郑跃声依然保持一定
的乐观和信心：“2013年我国外贸有望进一步
回暖，我们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的增速可能
会略好于 2012年。”

2012 年 12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

比增长 10.2%，进、出口规模双双创历

史月度新高

10.2%
数据背景：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2 年 12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66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其中，出

口增长 14.1%，数倍于上月 2.9%的增速；进口同比增长 6.0%，而此前 11 月的进口增速为零。尽管 6.2%的全年增

速并不出人意料，但 2012 年最后一个月进、出口规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的表现，着实让很多人大呼意外，也给新

一年的外贸发展留下了足够大的想象空间。作为全年外贸剧烈波动的一个美好终结，12 月外贸进出口的强势发

力，给外贸寒冬带来一丝暖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疑问——这究竟是一次纯属偶然的意外走强，还是意味着外贸

趋稳回暖已成定局？

怎样看待外贸“反季节”走强
□ 本报记者 顾 阳

10.2%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

当前，我国与传统贸易伙伴的贸易比重
有所下降，但对东盟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
比重在提升。2012 年，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
总值为 4000.9 亿美元，增长 10.2%，东盟成
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等
传统市场占我国进出口总值比重较 2011 年
下降 2.1个百分点。

6.7%
——贸易布局更加均衡

2012 年，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
山东、福建等 7 个省市合计的进出口总值占
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79.9%，比上年回落 1.6 个
百分点。中西部地区的外贸表现活跃，重庆、
河南、贵州、云南、安徽、广西、四川等 7 个省
市外贸增速都在 23%以上，合计进出口占我
国进出口总值的 6.7%，提升 1.6个百分点。

31.6%
——外贸主体结构更趋合理

2012 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的增速明
显快于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增速 13.4 个百
分点，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 31.6%，提升
3.5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所
占份额 49%，下滑 2.1 个百分点。我国外贸
进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赖在减轻。

8.7%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

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较快，“两高一资”
的产品出口在下降。附加值相对较高的机电
产品的出口 2012 年同比增加 8.7%，占出口
总值的比重为 57.6%，较 2011 年提升 0.4 个
百分点。同期，国家不鼓励出口的“两高一
资”产品的出口则是下降 7.4%。

102.7
——贸易质量提升效益提高

数说外贸新变化

2012 年 12 月外贸进出口的“反季节”
走强，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从以往规律来看，外贸进出口遵循一定
的季节性。通常情况下，每年春节的前 1 个
月，作为圣诞订单季的 9、10 月份等，都是
一年中的外贸旺季，而在 12月份出现旺季的
情况并不多见。

从 2012 年全年外贸情况来看，单月波
动幅度一直较大，往往在出现短暂的上升
后，又会迅速地回落下来。像 12月份这样如
此大幅度的上涨，实属罕见。

此外，诸如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等外贸运行指标，均不支持 12
月出口的强劲增长。去年 12 月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显示，新出口订单指数小幅回调至
50%，比 11月还回落了 0.2个百分点。

那么，是什么支撑了 12月外贸的强劲回
暖呢？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最主要是受年末因
素的影响。据悉，去年以来，为帮助外贸
企业渡过难关、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国家
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政策举
措，受到企业欢迎。但随着年终的到来，
部分措施将面临到期失效的问题，在这一

政策效应下，一些外贸企业会赶在政策到
期前集中安排进出口业务，以期降低实际
运营成本。

当然，也不排除存在这样的现象，一
些地方机构为了业绩“好看”，人为将本应
属于下一年度的出口业务提前安排到了年
前。因此，面对强劲回暖的进出口态势，
我们既不可盲目乐观，也不能掉以轻心。
毕 竟 ， 去 年 外 贸 “ 保 十 ” 的 目 标 没 有 完
成，很多外贸企业仍然困难重重，这说明
我们外贸的结构调整、转型发展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强劲回暖或存偶然因素强劲回暖或存偶然因素

未来缓中趋稳态势不改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环渤海5500大卡市

场动力煤价格开始进入 635 元/吨上下 10 元浮

动区间。进入2012年四季度，不少观点认为，支

撑煤炭价格回升的利好因素逐渐显现，例如，宏

观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日益明显，全社会对能

源的需求也逐渐回升；时值冬季，水力发电量进

入发力减弱阶段，煤炭产业迎来“迎峰度冬”的

紧张时刻。

但是，事与愿违。煤炭价格基本延续了自

2012年7月份以来的行情，明显缺乏上升动力。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煤炭价格指数

（全国综合指数）也显示，截至1月11日，中国煤

炭价格指数（全国综合指数）为170.7，比2012年

7月指数发布时减少15.5个基点。

从总体上看，当前市场动力煤价格持续走

低，仍主要受制于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的影响。

2012年，煤炭市场供求平衡、相对宽松、结构性

过剩的情况越来越重。根据初步测算，2012年前

10个月，全国煤炭产量完成32.1亿吨，同比增长

3.6%；全国累计净进口煤炭2.17亿吨，同比增长

39.5%。同时，煤炭销量为 30.9 亿吨，同比增长

2.8%；煤炭消费总量同比增长3.5%，同比增速回

落7.1个百分点。

煤炭供应的持续给力，与市场需求的相对

疲软形成鲜明对比。如此一来，往年夏天和冬

天电煤供应偏紧、部分地区电煤供应告急的局

面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市场供求相对宽

松，全社会煤炭库存维持高位。数据显示，截

至 2012 年 10 月末，全社会煤炭库存 2.93 亿

吨，呈现出煤炭企业库存高、重点发电企业库

存高、主要港口库存高的“三高”特征，市场

消化库存的压力可见一斑。中经煤炭产业景气

指数监测也显示，煤炭产业景气度降至 10 年

来的新低，难怪业界留恋而又无奈地感慨：

“黄金十年终结了。”

从当前形势分析判断，煤炭市场价格短期

内仍然缺乏上涨动力。一方面，2012年，针对煤

炭产业产能过快释放、煤炭产量远大于市场需

求量的情况，相关主管部门提出了“限产”政策，

但效果并不明显，煤炭仍然越挖越多，库存越积

越高；同时，煤炭进口量也持续增加，并在11月、

12 月连续创下我国单月煤炭进口量的最高纪

录，这将大大增加我国煤炭市场供应量，也不利

于全社会库存的消化。

另一方面，2013 年，我国将追求更加有质

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不断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这

意味着高耗能产能在 2013 年将受到更严格的

控制，面临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因此，尽

管宏观经济企稳回升，但煤炭需求量在短期内

仍然难以迅速提升。

此外，随着电煤价格双轨制正式并轨，煤炭

价格将主要由供求状况决定。在市场谨慎情绪

增加、供给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煤炭价格显然缺

乏回升的基础与动力。

因此，综合起来判断，煤炭价格在短期内

或将继续在635元/吨上下浮动。煤炭企业需要

积极应对由此带来的企业经营压力增加的问

题，要通过内部挖掘潜力，优化管理体制机

制，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要优化产品结构，突

出主导产品，生产适销对路产品；要加强与电

力、钢铁、化工、建材等用煤企业建立产品供

需体和利益关联体，加强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提高战略伙伴关系的忠诚度；要根据市

场情况，科学组织生产，共同促进煤炭市场

的供需平衡。

煤价短期内缺乏上升动力
林火灿

什么是合理的膳食结构？六个字：“一荤一
素一菇”。在日、韩等国，食用菌在全民菜篮子
中的地位非常高，即使是欧美国家，人均食用
菌消费量也比中国高。食用菌不仅味美，而且
营养价值高；保证食用菌的质量安全，顺应了
现代人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向。

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食用菌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70%，已成为世界
食用菌生产与消费总量的第一大国。但我国食
用菌产品质量不是很高，主要原因是食用菌产
业的标准化工作未能快速跟进产业发展和市
场竞争的需要。

因此，要让食用菌这一健康食品成为我国
百姓“菜篮子”里的新主力，就要加快制定食用
菌行业标准化体系，以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中国食用菌协会组织全国食用菌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和生产企业建立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目前，已形成了切合实际的工作思路，构
建了标准化体系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食用菌行业的龙头
企业和国内惟一的食用菌上市公司，广东菇
木真公司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一方面加快
食用菌标准制修订步伐，组织各生产基地及
时将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集成转化为符合
当地生产实际的简明操作手册；另一方面，积
极开展食用菌标准化生产示范工作，将无公
害、绿色、有机产品作为标准化生产示范的重
点和关键性指标，促进食用菌质量安全水平
显著提高。

“在国际竞争中寻求发展，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而工厂化生产一定
要坚持创新。”华中农业大学博士江洪表示。据
介绍，菇木真目前三大产品生产所使用的核心
技术，都是通过自主研发和集成创新的方式获
得。当前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茹木真正在进行
广东虫草和灰树花栽培技术的创新研究，未来
将会进一步丰富其产品线。

业内人士认为，食用菌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我国食用菌产业快步向产业化、集团化、
连锁化和现代化迈进，食用菌将成为百姓“菜篮
子”里的新主力。 文/本报记者 谭 辛

食用菌能否成为
“菜篮子”新主力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石化行业中
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大幅增长。2012 年前
11 月，合成材料投资增长近 60%，有机化学
原料投资增长 58.8%，其他基础化学原料投
资增长达到 57.5%，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
长 60.8%，上述技术含量高的分行业投资增
幅均高于化工业 30.2%的投资平均增幅。

点评：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投资结构的改善是题中之意。向技术密集型

行业倾斜，不仅有利于石化业淘汰落后产能，

更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创新能力。据预计，

2013 年石化行业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增

幅将逾 20%，石化行业将更加严格控制高耗

能行业的产能扩张，并继续加大对传统产业

技术改造升级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

这将为石化行业的结构调整增添积极因素。

增速超 50%：

石化业投资倾向技术密集型

1月16日发布的最新

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

数显示，环渤海地区港口平

仓的发热量5500大卡市场

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

631元/吨，比前一报告周期

下降2元/吨；比2011年11

月份最高位的853元/吨下

跌222元，跌幅约为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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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理报道：中国家用电器
协会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2012 年中国家电
工业总产值有望实现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家电出口额有望突破 50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7%。2012 年我国冰箱/冷柜产量超
过 8000 万台，空调器接近 1 亿台，洗衣机
6500万台，微波炉 6800万台。

点评：受住宅市场低迷与消费透支等因

素影响，家电业 2012 年上半年产品内销明显

下滑。但在三季度之后，随着整体经济形势

的逐步回暖，家电产销指标逐步回升。去年

家电业仍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当前，我国

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人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刚性需求的增长和消费

升级趋势将为家电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2 万亿元：

家 电 业 产 值 逆 势 增 长

我国贸易价格条件有所改善，出口价格
总体在上涨，进口价格总体在下降。2012 年
我国外贸出口价格总体上涨 2%，而同期进口
价格总体下跌 0.7%，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为
102.7。这表明我们出口同样数量的商品，可
以多换回 2.7%的进口商品，贸易利益格局正
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迈进。

文/本报记者 顾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