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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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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 商务部对1000多家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期出口形势不佳，人民
币升值和外需不振是制约出口的两大主因。接下来几个月，外贸形势依然不容
乐观

我国对外贸易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要体现在为经济发
展质量作贡献上。在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方面，外贸企业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

点评：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产能国，全国钢

铁产能直逼 10 亿吨大关，在市场需求不旺的情况

下，去年钢铁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 74%，行业处境

艰难。尽管如此，我国每年仍需从国外进口 1000

万吨以上的钢材，主要用来满足高端市场需求。

具体来看，2012 年我国进口钢材 1366 万吨，

板带材仍是进口量最大的品种，占比超过85%。在

进口板带材中，附加值较高的镀层板、冷轧薄板

带、中厚宽带钢和电工钢板的进口量排在前四位。

这些进口钢材品种主要用于大型及超大型变压器、

高档汽车、高档家电、风电、核电等领域。

“低端过剩、高端不足”是我国钢铁业现状写

照。一方面处于落后及一般水平的产能过多，竞争处

于无序状态，价格上不去；另一方面，不能充分满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部分传统产业升级的用钢需要，

高端市场拿不下,利润赚不着。当前，在钢铁行业产

能过剩矛盾尚需逐步化解的情况下，企业光靠成

本挖潜仅能维持运行而已，要实现良性发展必须

转向创新驱动。加快产品升级，实现进口替代，理应

成为行业企业的一个努力方向。

客观来看，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积

累，我国钢铁业在规模提升的同时，装备水平也

得到实质性提升，很多钢企拥有了国际一流装

备。在硬件不差的情况下，高端产品仍难以替代

进口，暴露了能力不足、创新不够的软肋。我国

钢铁业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低，先进生产技术、

新工艺仍主要依靠引进和模仿，新产品自主研发

的能力欠缺，在高端领域明显落后于国际钢铁强

企。有鉴于此，钢铁业应在创新机制、研发投

入、基础与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上狠下功夫，破

解瓶颈因素，加快技术进步，早日赢得更大市场

空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提升高端产品竞争

力，实现品种质量效益型发展，国内大型钢企要

担担子，带好头。 文/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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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理报道：今年前 5 个月，全国
十种有色金属产量 1604 万吨，同比增长 10.9%，
增速同比加快 5.8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行业实现
利润 651.7 亿元，同比下降 7.1%。其中，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利润 253.8 亿元，下降 4.4%；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 397.9亿元，下降 8.8%。

从 5 月份运行情况看，电解铝生产增速放缓，
其他主要有色金属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十种
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增长 7.5%，增速同比加快 0.9
个百分点。其中，电解铝产量增长 2.3%，减缓 6.8
个百分点；铜、铅、锌产量分别增长 18.4%、7.1%和
13.6%。主要有色金属价格则继续回落。

5 月 份 十 种 有 色 金 属 产 量 增 长 7.5%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报道：1-5 月，全国社会
物流总额 75.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9.2%，增速较 1-4月份回落 0.2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 68.6 万亿元，增长
9.4%，增速与 1-4 月持平，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5.0 万亿元，增长 5.2%，增速比
1-4 月回落 3 个百分点。农产品物流总额、再生
资源物流总额、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分别增
长 3.4%、26.0%和 26.4%。

前 5 月 社 会 物 流 总 额 达 75.1 万 亿 元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报道：5 月份，我国纱产
量 292.5 万吨，同比增长 7.1%。1-5 月，纱产量累
计为 1365.6 万吨，同比增长 8.5%。截至 5 月份，
2012棉花年度纱产量累计为 2615.5万吨，同比增
长 12.4%。

从价格方面看，5 月份，32 支纯棉普梳纱月均
价 25933 元/吨，较上月下跌 23 元/吨，跌幅 0.1%；
涤纶短纤月均价 10090 元/吨，较上月下跌 47 元/
吨，跌幅0.5%。

5 月 份 我 国 纱 产 量 增 长 7.1%

如何看待下半年外贸形势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我国汽车的年产销量将超过 2000 万辆，

总产值已经超过 5 万亿元。”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用数字阐述了汽

车产业的重要性。

尽管数字很可观，但是自主品牌汽车表

现却令人担忧。当前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的

占有率（39.4%），比 2009 年一度达到 44.3%的

占有率，低了不少。为何在我国车市整体保

持增长的态势下，自主车企销量却呈现较快

下滑态势？

一 方 面 ，这 与 消 费 者 的 购 车 习 惯 有 关

系。不少消费者购车除了满足日常代步和交

通出行的需求以外，更多考虑的是面子问题，

所以合资车型和进口车型在国内市场表现都

不错。很多消费者在购中高端汽车的时候考

虑自主品牌并不多，除非是有一款真正好的

产品能让自己动心。

另一方面，自主车企发展遭遇困难，关键

还在于核心技术没有获得突破性进步。虽然

老生常谈，但技术依然是横亘在自主品牌发展

路上的难关。以发动机和变速箱为例，虽然近

两年自主车企都已研发出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无级变速器，其技术指标也已达国际中游以上

水平，但这些技术大都搭载于其“高端”车型，

其主力市场中大都还是配备传统的小排量发

动机，竞争力有限。虽说合资车企同价位的技

术也不一定有什么“绝活”，但性能表现，尤其

是整体的匹配功力可能更胜一筹。

自主车企在产品的进步上也显得步履蹒

跚。从产品结构上看，自主品牌车型主要集

中在 A0 级和 A 级，同质化成为这些车型的最

大特色。对于火爆的 SUV 市场，虽说有几家

自主品牌企业也推出 SUV 产品，但由于缺乏

产品力的支撑，市场表现并不如预期。

既不能守住固有阵地，又不能开拓新的

疆土，自主车企的整体市场份额下滑也就不

足为怪。面对市场的压力，自主车企普遍加

快了调整提升步伐。从近两年的车型销量数

据变化可以看出，自主车企的发展思路正由

“多生儿子多打架”向“做优做精”转变。整体

销量的下滑，也可以看成转变中的阶段性市

场反应。

资料显示，上汽、一汽、长安、北汽、东风

以及广汽集团都制定了中长期研发投资计

划，上述 6 家车企 2011 年至 2015 年的研发总

投入将超过 1600 亿元，其中上汽将投入 450

亿元，成为研发投资最大的车企。

在强化技术支撑的同时，自主品牌汽车

推广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由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主办的大型中国品牌汽车全国巡展

活动近期在北京启动，三个月内将在全国 10

个城市陆续巡展。作为第一次全国性的自主

品牌巡展，本次巡展目的地均为发展潜力大、

消费水平适中的二、三线城市，这也是组委会

眼中最适合中国品牌汽车销售的城市。二、

三线市场汽车消费的刚性需求依然旺盛，这

也是我国汽车行业的下一个增长点。

自主品牌汽车要做优做精
刘 瑾

中汽协日前公布的5月

车市统计数据显示，自主品

牌市场表现欠佳，当月共销

售乘用车55.08万辆，同比

增长6.8%，远低于11.9%的

行业增速；市场占有率进一

步下挫，当月为39.4%，低

于 4 月份的 39.6%，更低于

去 年 同 期 的 40.3% ， 比

44.3%的最高值下降近 5 个

百分点

“

数据显示，今年 1-5月，全国进出口总
额 10.51 万亿元人民币 （折合 16763 亿美
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 10.9%。5 月
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15 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0.4%。其中，出口 1.14 万亿元人民
币，增长 1%；进口 1.01 万亿元人民币，下降
0.3%。

今年以来，在主要出口市场表现不佳的
状况下，中国内地出口连续几个月出人意料
地增长，反常数据引起了监管层的警惕。5
月份出口同比增速大幅回落，主要原因是监
管层对虚假贸易的打击发挥了作用，虚假贸
易尤其是对港套利贸易的行为得到遏制。分
析人士表示，5 月份数据更接近实际情况，也
有利于宏观决策对症下药。

商务部日前就当前外贸形势向商务部重
点联系的 1000多家企业做了问卷调查，调查
共收到 1015 家企业反馈，这些企业的出口额
大约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8%。企业普遍反
映，近期出口形势不佳，人民币升值和外需不
振是制约出口的两大主因。在回答当前影响
出口的主要因素中，多达73.4%的企业认为是
人民币升值，而选择国际市场需求不振的企
业也占到 72.6%。调查受访的 1000 多家企业
的平均出口利润率不足 3%，其中 26.8%的企
业出现出口亏损。

近几个月，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趋
于严重。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分别同比
下降 0.44%和 0.03%。主要发达经济体中，
美国、欧盟、日本进口都是负增长，分别下
降了2.6%、6.2%、7.2%，而且这一趋势还在
延续。在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
今年前4个月中国外贸的增长相当程度得益于
去年以来实施的外贸稳定政策和部分外需市
场的回暖，但是这些有利的因素到了5月份就
基本消化殆尽。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不少外贸企业还认
为，成本上升、资金不足、订单外流、贸易摩擦
也是影响当前出口的重要因素。问卷调查
中，企业选择要素成本上升、资金短缺、订单
分流至周边国家以及贸易摩擦影响出口的，
分别占53.9%、23.1%、18.9%和15.2%。

“这样的情况不仅直接影响了 5 月份
出口的增速，预计还会对接下来几个月的
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沈丹阳说，从全年
外贸趋势看，总体上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要 实 现 预 期 的 宏 观 目 标 要 克 服 很 多 很 多
困难。

打 好 基 础 促 转 型 升 级

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把稳定出口和扩
大进口相结合，推动对外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
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和价格优势向综合竞
争优势转变，要促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
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去年商务部会同其他九部委联合出台了
《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发
布了《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了

《关于开拓新兴市场的若干意见》。目前，我国
外贸“调结构”已经初步出现一些亮点。

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关注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 年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GDP 会超过发达国
家。新兴市场拉动新市场的出口是转型升
级的重要内容。”商务部外贸司司长王受文

说。从今年的广交会看，新兴经济体到会的
客商人数增长约 25%，而欧美等传统市场的
客商人数有所下降。我国外贸企业加紧开
拓新兴市场。今年前 5 月，我国与东盟的双
边贸易增长 14.8%。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扩大技术和
资金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节
能环保产品出口，鼓励自有品牌、自有知识
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今年 1-5 月，我
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 14.2%，占同期我国
出口总值的 58.2%。一些外贸企业为了改
变贴牌生产利润低、风险大问题，开始拒绝
接受大批量订单，逐步摆脱国际大买主的控
制，通过生产高质量、小批量产品，占据高端

细分市场，掌握价格话语权。比如广东珠海
卓艺陶瓷公司采取这种方式，虽然出口数量
下来了，但很好地规避了市场风险，保持了
较高的订单价格，保住了企业的利润。

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
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今年1-5月，我国一
般贸易进出口8585.9亿美元，增长7.1%。加
工贸易进出口5470.7亿美元，增长3.2%。东
部沿海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向内地转移，一方
面把销售、研发设计机构放在东部沿海城市，
另一方面生产加工转向内地。

外贸经营主体、国内区域布局也获优化。
“外贸要为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影

响力作贡献，外贸企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刘长于表示。

今年外贸形势严峻，山东诸城、青岛等
地的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里的企业则显
示出“抗压”能力。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王金友告诉记者，他们的禽肉产品
出口有所下滑，但是由于实行严格的标准
化生产和质量安全管理，加上有先进的检
测手段，市场总的看比较稳定。

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既有全国
性的，比如商务部外贸司近年来已经认定
了 110 多家，也有省市和进出口商会培养
的一批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初步统计，全国
有一定产业和出口规模、地方正在着力重
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聚区约 800 个，累计
出口额 2680 亿美元，占全国的 14.1%。这些

基地是一个个产业集聚区，其上下游产业
相对集聚，形成规模，并且有公共的检测平
台、设计研发平台、培训平台、商品推介平
台、电子商务平台等等。利用这样的一些产
业集聚区，可以带动企业技术、品牌、质量
和服务方面的提高。

“政府做的工作主要是营造环境，搭建
平台，做好服务。”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吕伟
说。山东诸城市禽肉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正在加快构建试验检测网络，基地的公共技
术研发平台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平台为提升
内外贸企业的整体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转型升级需要扎扎实实做大量基础
性的工作。”刘长于说。近年来，我国把入世

以前对具体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变为
对公共平台、转型升级的环境支持,如公共
检测认证、平台研发设计、公共培训、展示
营销等。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大力促进国
际商务平台的建设，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交
易，并鼓励企业在国外设立批发企业、建立
批发市场、在国外建立零售渠道和展示展
览中心，以此推动中国品牌的发展。

“必须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点。”王金
友说。过去由于出口产品价格高，转内销不容
易被消费者接受。随着国内日益重视食品安
全和生活质量，不少出口示范区与各大城市
高端超市对接。王金友也打算“两条腿走
路”，更多关注国内市场。

“5月份外贸的增速大幅下降，

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也是

当前外贸形势严峻复杂的真实反

映。”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

示,今年要实现预期的宏观目标要

克服很多很多困难

我国外贸连续的高增长已

经成为过去。经过努力，我国

外贸结构调整初步出现了一

些亮点

转型升级需要扎扎实实做

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要抓好示范

基地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品牌、

质量和服务方面的提高

下半年外贸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调 结 构 是 重 点 也 是 亮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