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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读

本版编辑 周 雷

11月份，我国出口2022.1亿美元，

月度出口值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

大增12.7%

2022.1亿2022.1亿
今 年 我 国 废 旧 纺 织 品 存 量 约 为

2600万吨

废旧品可解纺织之饥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全国煤炭累计产量
34.2亿吨，同比增长 0.35%，增幅今年以来首次转正。

11 月份，全国煤炭产量 3.3 亿吨，同比增长 2.5%，
增速比 10 月份回升 0.9 个百分点。12 月份全国煤炭
产量预计将继续保持小幅增长，全年产量将在 37 亿吨
左右，同比增加约 5000万吨。

国内煤炭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并未明显改
变。前 11 个月，全国煤炭销量 32.6 亿吨，同比增长
0.5%。其中，11 月份销量 3.17 亿吨，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两月回升，比 10月份回升 1.2个百分点。

前 11 个 月 煤 炭 产 量 增 长 0.35%

出口大幅冲高势头难以延续
本报记者 顾 阳

钢铁业该如何“搭车”
常 理

今年前11个月，我国汽

车累计产销1998.93万辆和

1986.01 万辆，同比增长

14.34%和13.53%。这也带动

了汽车生产主要原材料汽车用

钢的需求。中钢协提供的预测

数据显示，在汽车消费增长与

汽车减量化等因素综合作用

下，到2015年，汽车用钢消

费总量可达6200万吨

“

海关总署统计显示，11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3706.09亿美元，同比增长9.3%。

其中，出口20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684.04亿美元，同比增长5.3%。

11月份我国月度出口值刷新了去年12月的出口纪录，再创历史新高。出口

增长的强劲表现远超市场预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那么，是什么支撑了11月

出口的冲高？未来能否延续这一高增长态势？

汽车行业是我国主要钢材消费行业，其

消费量排在建筑和机械行业之后。数据显

示，2011 年我国汽车用钢消费量为 3900 万

吨，2012 年则达到约 4400 万吨，其中用于整

车制造钢材占比为 75%。

当前，汽车业轻量化发展态势明显，轻量

化材料应用大行其道。轻量化材料包含两大

类：一类是低密度的轻质材料，如铝合金、镁合

金、钛合金、碳纤维增强塑料;另一类就是高强

度钢和成形性良好的先进高强度钢。有关专

家指出，与其他材料相比，高强钢是目前实现

汽车轻量化最经济可行的材料。钢材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仍将是我国汽车最主要的原材料，

并将长期稳定在60%至70%的使用比例。

纵观国际汽车用钢市场，发达国家轿车

主流车型高强钢的使用比例基本在 60%以

上 ，最 高 达 到 80% 以 上 ，最 高 强 度 达 到

1500MPa。欧洲制定的新减排标准是，到

2020 年，以 2010 年年重为基数减重 25%。到

“十二五”末，我国汽车轻量化减重目标是以

2005 年年重为基数，减重 20%左右。为此，

到“十二五”末，我国汽车用高强钢平均比例

达到 30%，其中超过 980MPa 先进高强钢数

量将达到 50万吨甚至更高。

近年来，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纷纷开展高

强度汽车用钢研发生产，力求通过高附加值

产品提升利润空间。目前，国内企业生产的

双相钢、复相钢、相变诱发塑性钢等先进的

高强度汽车用钢产品已批量用于国内高等

级汽车，其中 800MPa 级别冷轧和镀锌汽车

板已实现批量供货，1200MPa、1500MPa 级

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改写了知名品牌汽车

用钢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

宝钢是国内最大的汽车冷轧板生产企

业，特别是在轿车面板生产方面表现突出，

已成为国际上汽车板可供货品类最多的厂

家之一。前不久，宝钢成功轧制世界最薄的

汽车用超高强钢，厚度仅为 0.5 毫米，堪比牛

皮纸，强度达到 980 兆帕。首钢自 2009 年进

入冷轧汽车板生产领域以来，在研发和生产

上突飞猛进，目前已形成 100 万吨产能，实

现 800MPa以下钢种全覆盖和批量供货。

尽管国内钢企在汽车用钢市场取得了可

喜进展，但是在高端领域与转型方面仍有不

足。尽管汽车行业所需钢材品种在数量上基

本可以保证，但是高端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不

高，尚不能完全满足我国汽车工业转型发展

需要。外资品牌轿车使用的产品表面质量要

求最高的轿车面板，冷轧高强钢板和镀锌高

强板、各种齿轮钢和轴承钢部分还需要进

口。同时，我国汽车用钢生产企业在先期介

入、产品联合研发、售后服务等系列化服务方

面仍有较大差距，与下游用户分享利润、共担

风险的能力还需不断提升。国内进行汽车用

钢研发前期介入、产品联合研发、与汽车厂建

立信息交流平台等方面服务的生产企业还不

多。对下游行业小批量个性化品种的定制化

需求研究不够，产品难以满足用户需求。

当前，汽车和钢铁产业均面临升级的机

遇与挑战，有必要构建良好的产业发展平台，

推动技术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从产业链的角

度考虑，平台的搭建应从三个层次推进：一是从

国家层面，要建立相应的汽车用钢研发与应用

技术创新体系，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二是从行业层面，通过构建汽

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上下游的联

合技术研发；三是从企业层面，要不断探索上

下游产业在技术领域的相关性和互补性，加强

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强化企业技术交流。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
装机快速增长。今年年底，火电装机占比将由 2012
年年底的 71.5%下降到 69.6%，下降约 2个百分点。

前 10 月，全国累计新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
电装机 3595 万千瓦，为去年同期的 2 倍，占新增发
电装机 57.1%，占比比去年同期提高 19.5 个百分点。
预计到 2013 年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 12.35
亿千瓦。

今 年 火 电 装 机 占 比 将 下 降 2 个 百 分 点

点评：近年来，作为一种“被放错地方”的资源，废

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颇受关注。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

则是国内纺织业的发展正被原料供应“卡脖子”。

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

国纺织原料消费量占全世界的 52%，而纺织原料的进

口量则达 65%以上。目前，我国纺织原料中 30%的棉

花和 70%的羊毛需要进口，纤维供给存在很大缺口。

一边是原料短缺，另一边则是废旧纺织品存量巨大，利

用远远不够，这种状况给国内纺织原料结构的调整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如何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加快废旧

纺织材料的回收利用，正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急需解

决的课题。

尽管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新型纤维材料的研发

和使用正方兴未艾。但业内人士也日益认识到，废旧

纺织品综合利用不仅是转变纺织工业发展方式、缓解

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广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的重要抓手。当下的现实则表明，与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在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方面的发展相对滞

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纺织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孙淮滨曾表示，我国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

用还处于初级阶段。2012 年国家统计部门的一项数

据显示：废旧纺织品得到回收利用的比重还不到万分

之三。据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副秘书长唐世君介绍，今年我国废旧纺织品存量中化

学纤维 1800 万吨，天然纤维 800 万吨，废旧纺织品的售

出量和回收再利用量仍然很低。

为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建议，加快开展废旧纺

织品回收和综合利用，缓解纺织行业面临的原材料短

缺矛盾迫在眉睫。据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将推动

制定合理经济的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技术路线，健全

废旧纺织品定点回收和处理加工网络，建立并完善清

洁生产标准体系和质量标准、检测、监督体系，扩大废

旧纺织品再利用产品的市场应用，最终推动废旧纺织

品综合利用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文/暴媛媛

多重因素推高 11 月出口

季节性因素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
低，应是11月出口增长大幅超预期的
主要原因

近日，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副巡视员
黄国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1 月份，我国
外贸出口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月度外贸
出口大幅增长超出市场预期。今年 9 月份
出口是负增长，到 10 月份转为个位数正增
长，到 11 月份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两位数；
二是我国外贸月度出口值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11 月出口增速反弹，我认为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促
进外贸稳增长、调结构和转方式政策效应
的逐渐显现；二是全球经济近期稍有回
暖，11 月份我国对美国、欧盟和东盟等
主 要 贸 易 伙 伴 的 出 口 增 速 都 超 过 了
16%。”商务部外贸研究所研究员李健分
析说。

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商务部、质检总
局 等 部 门 相 继 出 台 了 便 利 化 通 关 、取 消
1500 多种税号、免收或降低出入境检验检
疫费用、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范
围等一揽子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于稳定出
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去年同期出口基数较低以及相
关季节性因素也不可忽视。据悉，去年 11
月我国出口总值为 1793.8 亿美元，同比仅
增长 2.9%。受美国政府“关门”危机的影
响，往常属于圣诞订单旺季的 10 月份却显
得较为清淡，延后到来的刚性需求在一定

程度上提振了 11 月份的出口表现。
“预计未来出口还会保持相对较好的

态势，但不能过于乐观。”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沈丹阳表示，商务部最近对全国 1900 多
家重点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11 月份企业
出口信心指数正好是 100，虽比上月提升
了 1.1 个百分点，但仍在临界线附近徘徊，
这反映外贸企业对未来出口形势仍然持比
较谨慎的态度。

有市场人士则认为，在 11 月份出口大
幅反弹中恐有套利资金的影响。对此，专家
表示，11 月海关对特殊监管区域等上半年
套利资金重灾区出口数据的监管未见异常，
对香港出口也在正常范围内，从现有公布的
数据尚不能证实这一猜测，未来还需在密切
观察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
开展的“打击虚假转口贸易专项行动”，对
热钱流动保持着高压态势。截至 11 月底，
已查验虚假转口贸易单证 1076 份，涉及企
业 112 家，涉嫌违规金额超过 25 亿美元。
其中，41 家企业已进入行政处罚程序，12
家涉嫌犯罪的企业已移送公安机关。

高顺差难掩基本面疲软

贸易顺差扩大并不意味外贸形势
明显好转。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根本
途径，在于调整出口结构

与月度出口创新高同样广受关注的，
还有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数据显示，11 月份我国贸易顺差高达
338 亿美元，这是我国贸易顺差连续第二
个月超过 300 亿美元，全年累计贸易顺差

有可能会超过 2400 亿美元，这或将创下自
2008 年以来的峰值。

“近些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基本上都快
于进口增长，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出口的多
一些，但实际的出口利润并不高，外贸形
势依然很严峻。”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
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贸易顺差扩大并
不说明外贸形势发生了多大变化，也不代
表中国企业赚到了更多的钱。实际上，短
期的增速回升受上述多个因素影响，并不
能掩盖出口基本面疲软的现状。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11 月贸易出口数
据的改善，反映出近期美国、欧洲等外部需
求的改善，而当月进口增速放缓，除了因为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低迷和进口价格下降
外，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当前内需市场仍较
为低迷。事实上，贸易平衡发展一直是我
国对外贸易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贸易顺差的加大，客观上对人民币升
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事实上，人民币的
过度升值已经明显侵蚀了中国的贸易竞争
力，挤压了出口企业的利润。”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沈丹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前
9 个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已经升值了
6.26%，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6.63%，这直接
影响了出口企业的利润形成。

针对“高顺差会不会再次成为国际舆
论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担忧，专家表示，从
总体看，外部需求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根本
性好转，而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扩消费政策
的拉动，我国内需市场有望稳步回暖，总体
上会带动进口的企稳回升，这将有效缓解
人民币升值压力。

不过，针对当前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了《关于完善银

行贸易融资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要求遏制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虚假贸易
融资行为，防范异常外汇资金跨境流动。

“目前，政府已经通过出台一些政策防
止热钱进一步流入，但从长远看，解决顺差
过大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调整外贸出口
结构，实现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
出口，转向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侯云春说。

出口增速将回归个位数

明年外贸整体形势不会出现大的
变化，深化改革将创造出新的发展红
利，外贸行业将会受益

对于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外贸出口的
走势，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12 月
份的出口增速应会有所回落，预计明年我
国外贸形势整体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总体
上看既有趋好的一面，也存在许多不确定
因素，但外贸保持个位数增长将成为一个
常态”。

从外部需求看，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
有望带来更多的需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6%，
高于今年的预测值 2.9%；世贸组织最新的
一项研究指出，明年世界贸易量预计将增
长 4.5%，高于今年 2.5%的预测值。

“明年我国出口可能会受益于发达国
家经济的复苏，但回升的程度较为有限。”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我国加工贸易顺差的
同比增速持续向好，这表明外需对国内经
济的拉动仍处上行通道，出口改善的趋势
将得到延续。

不过，有专家表示，鉴于美国退出量化
宽松政策可能引发的风险，人民币实际有
效汇率持续升值带来的压力，以及同期基
数较高等因素，预计未来两季度出口环比
略有改善，而同比增速则趋于下行。

进口方面，国内投资需求和补库存
需求将成为四季度进口稳定增长的有力
支撑。多数市场机构预测，在国内经济
企稳回升的背景下，明年进口或将小幅
回升。

“从国内经济改革的趋势看，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确立，将为外贸行
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侯云春表
示，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和推进，
贸易便利化、区域贸易协定等举措的实施，
我国外贸预期有望不断改善，这将对外贸
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据悉，从 2014 年元旦起，我国将进一
步调整进出口关税，对 760 多种进口商品
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
率，平均优惠幅度达 60%。特别是随着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与发展，我国对
外贸易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做出重要部署，这将为外贸稳增
长、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新的发展红利。”侯
云春说。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 1至 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7412亿
元，同比增长 19.5%，增速比 1 至 10 月份提高 0.3 个百
分点。

1 至 11 月份，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43068 亿
元，同比增长 17.3%，增速比 1 至 10 月份提高 0.2 个百
分点；中部地区投资 17084 亿元，增长 21.7%，增速提
高 1.6 个 百 分 点 ；西 部 地 区 投 资 17259 亿 元 ，增 长
23.1%，增速回落 0.7个百分点。

前 11 个 月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增 长 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