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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出现改善，外汇供求进一步趋向平衡。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新常态，

银行结售汇顺差逐季回落，6月新增外汇占款年内首次出现负增长，跨境资金流入压力明显减弱。与此同时，虽

然对外贸易仍存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外贸结构逐步优化、区域布局日趋协调的态势已经显现。此外，上半

年全国供销系统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增长，也显示了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

全球经济增长仍存不确定因素

稳 外 贸 将 是 长 期 挑 战
本报记者 肖尔亚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12.4
万 亿 元 人 民 币 ，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0.9% 。 其 中 出 口 6.5 万 亿 元 ， 下 降
1.2%；进口 5.9万亿元，下降 0.6%；贸
易顺差 6306.1 亿元，收窄 6.5%。面对
成本上升、外需下滑和贸易摩擦的挑
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
授表示，外贸下行压力将是我国长期要
面临的挑战。

压力不容忽视

“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美国经济摆
脱寒冬袭扰，库存压力开始缓解；中国
经济在政府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之下逐渐
企稳，全球景气状况有所回暖。”林桂军

表示，但工业原材料价格与金属价格徘
徊震荡的态势，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复
苏依旧相对虚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
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不同程度有所放
慢，外贸市场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欧美
日等主要市场份额持续下降，而越南、
孟加拉、印度等国的同类产品在欧美
市场的份额有所上升，传统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出现了从我国向周边国家转
移的势头。林桂军分析称，中国对外贸
易已经开始呈现国际产业转移放慢，向
周边国家产业转移和订单转移加快、生
产要素成本上升的“一慢、一快、一
升”的态势。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是当前必须

重视的问题。
第三，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2013 年底，我国出口商品遭遇二十国
集团 （G20） 国家设立的反倾销措施和
其他贸易壁垒的比例为 6.4%，而美国
这一比例为 1.2%，中国是其 5 倍多。
林桂军说，这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
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同样来自于与我
国出口有竞争的发展中国家，这对出口
企业的心理预期将产生不利影响。

利好因素显现

尽管影响外贸发展的不确定和不稳
定的因素仍然存在，但下半年仍有一
些利好因素。

首先是外贸结构优化，上半年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6.8 万 亿 元 ， 增 长
5.1%，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5%，说
明 本 土 企 业 自 主 发 展 能 力 进 一 步 增
强。但林桂军同时表示，高附加值、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还不多，未来还需
要在保增长中大力促进贸易转型。

其次，我国对外贸易的区域布局更
趋协调，上半年重庆、四川、江西、广
西和湖南等中西部省份的出口增速均明
显高于同期出口总体增速。近年来中西
部地区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国家也提出
扩大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同时，随着
国内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加快，原先在一
些沿海的制造业不断地向中西部进行梯
度转移，不少加工制造型的外贸生产企
业将产能逐步转移到内陆省份，客观促
进了中西部省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林桂军认为，下半年外贸发展最大
的动力在于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支持外
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及各部委
和地方各省市出台了落实细则，其核心
是通过降低制度成本来抵消劳动力成本
的上升。通过推动通关便利和降低办事
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等举措，将对外贸
产生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金砖国家合
作、打造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及自贸区
谈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丝绸之路
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
战略的推进落实，都将给外贸增长带来
动力。林桂军表示，在全球贸易缓慢增
长之时，外贸企业应当立足产品和管理
模式的创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转型升
级；国家要注重利用外资促进转型升
级，抓紧打造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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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芳报道：据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1
月至 6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
增 长 ， 累 计 实 现 销 售 额
16276.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5.7%，较去年同期回落 9.3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份全系统
销售额为 3484.8 亿元，增长
15.9%，与前几个月相比增幅
回升势头明显。

统计显示，在化肥市场供
给 过 剩 ， 价 格 走 低 的 形 势
下，全国供销社系统农资销
售量保持了平稳态势，上半
年 销 售 额 达 到 3294.7 亿 元 ，
同比增长 0.2%。其中，销售
化 肥 8404.6 万 吨 ， 增 长
2.1% ， 销 售 额 2902.9 亿 元 ，
下降 0.9%。

农副产品市场呈现出购销
两旺的局面。今年前 6 个月，
全国供销社系统农副产品市场
交易额达 2377.7 亿元，增长
49.9%。干鲜果品类、干鲜菜
和 肉 禽 蛋 类 销 售 额 分 别 为
350.6亿元、315.9亿元和306.2
亿元，分别增长22.9%、36.1%
和16.4%；畜产品、食用菌等
特色农副产品销售增幅均在
40%左右。

日用消费品零售额保持较
快增长。日用消费品行业保持
良好势头，零售总额达 5243.6
亿元，同比增长 22.6%，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其 中 ， 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略高于
城镇。

县及县以下供销合作社销
售增长明显。县及县以下销售
12193.3 亿元，占全系统销售
总额的比重达 74.9%，比去年
底提高 2.5 个百分点。其中县
级社销售额 8974.7 亿元，同
比增长 18.9%，基层社销售额
3218.6 亿元，增长 15.2%。县
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4823.8
亿元，占全系统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 92%。

统计数据显示，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成为 发 展 新 亮
点，全系统通过电子商务开展业务的企业 812 家，上半
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和电子撮合交易额有 49.9 亿元。电子商
务、农村金融发展势头较快，成为该系统大有前景的新兴
业务。

另据供销合作总社数据显示，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主旨
发展迅速，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97207 个，社团组织 16891 个，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
业 2340个，综合服务社超 32万个。

全国供销系统销售额稳步增长

电子商务成

新亮点

本报北京 7 月 23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
行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6 月末，全国共有小
额贷款公司 8394 家，比去年末增加了 555 家；上半年小额
贷款余额 8811 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 618 亿元，与去年同
期新增贷款规模 1121亿元相比，增速有所放缓。

“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小贷公司资本金不足且竞争
压力大是上半年小额贷款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湖北省小
额贷款公司协会副秘书长李军立表示。

为拓宽资金来源，小贷公司也在尝试更多的融资渠道。
上半年，多地试点小贷公司发行私募债融资，今年 6 月，广
东、湖北等地发行了首批小贷公司私募债；同时，小贷公司
也在尝试通过小贷资产收益权转让进行融资。此外，据消息
人士透露，包括湖北在内的 6 省市正在试点对小贷公司进行
信用评级。对小贷公司的评级工作，将有助于解决小贷公司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贷款机构数量和贷款余额最多

的省份均为江苏，其机构数量为 616 家，总额为 1147.66 亿
元。此外，浙江、四川、重庆等省份贷款余额也位居前列。

小 贷 公 司 增 逾 550 家

7 月 23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司长管涛在介绍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
况时表示，上半年我国面临的跨境资金流
入压力明显减弱。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
一季度银行结售汇顺差 159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57%；二季度结售汇顺差 290 亿美
元，同比下降 21%，环比下降 82%。与此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6 月金
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在年内首次出现负
增长，环比减少 882.8亿元。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
金融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逐渐回
暖，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无论是结售
汇还是外汇占款数据，都反映出一种积极
变化：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新常
态，个人和企业都更愿意持有外汇，资金跨
境流入的压力也在减轻，跨境资金有出有
进将成为新常态，我国国际收支也逐渐趋
向平衡。

原因——

汇率波动致资金流入减少

6 月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的负增长
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与二季度跨境
资金流入压力减轻相伴随，同期金融机构
和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都出现了逐月大
幅减少的趋势。

4 月和 5 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分别
为 845 亿元和 3.61 亿元，环比降幅分别为
51％和 99％。而近期央行外汇占款的缩
水，表明央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减少，
在增强央行货币政策主动性的同时，有利
于减轻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

二季度跨境资金流入环比减少和外
贸、直投净流入数据的大幅增加形成鲜明
对比。一季度，外贸顺差为 169 亿美元，
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为 117 亿美元。这
两项和实体经济有关的贸易和投资活动
的顺差合计为 286 亿美元，远远小于当季
1592 亿美元的银行结售汇顺差。而在二
季度这种情况发生逆转，由实体经济活动
形成的顺差大幅增长 230%，至 943 亿美

元，而银行结售汇顺差却下降 82%，至
290 亿美元。管涛表示，这种变化显示
出，跨境资金从一季度的偏流入转向了二
季度的偏流出。

跨境资金流动与实体经济活动形成
的顺差为什么会呈现相反方向的变化？
能够对跨境资金流动形成影响的，不单有
实体经济活动，也有市场对汇率走势的预
期等非交易因素。今年 3 月人民币汇率
日间波动幅度从 1％扩大至 2％之后，人
民币汇率的单边预期被逐渐打破，人民币
汇率呈现了明显的双向波动走势。

人民币汇率的双边波动使市场难以
形成一致的预期，导致对汇率走势的预测
难度大幅提升。从微观层面来说，由于汇
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市场主体需要同
时面对汇率升值和贬值两个方向的风
险。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企业等私人部
门的外汇收支行为也发生了适应性调整。

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结汇意愿减弱，今
年二季度，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结
汇率由一季度的 77%降至 68%。同时，不
仅即期结售汇顺差下降为 290 亿美元，未

到期远期净结汇余额也连续 3 个月回调，
6 月末降至 318 亿美元，为 2013 年 9 月以
来的较低水平。

另一方面，市场主体持汇意愿增强。
二季度境内的外汇存款增加了 863 亿美
元，比一季度外汇存款多增 104%，与由实
体经济活动带来的 943 亿美元顺差规模
比较接近。

外汇贷款的变化也从另一方面印证
了这一趋势。而今年二季度汇率双向波
动增强，企业进行外汇贷款的动机减弱。
外汇贷款余额下降了 23 亿美元，和一季
度的增加 626亿美元相比变化相当明显。

趋势——

外汇供求进一步趋向平衡

下一步，跨境资金将呈现怎样的走
势？管涛预测，下半年流入和流出的压力
并存，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还会继续保持振
荡走势。

二季度人民币汇率呈现明显的双边

波动，4 月人民币汇率走弱，延续了之前两
月的波动向下趋势，而 5 月和 6 月则出现
了反弹。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固
然使单边升值的趋势发生了改变，但并未
使市场形成一致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再
加上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上半年经济增
长处于合理区间，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在国际认可的合理范围以内，人民
币汇率趋向均衡，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出
现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低。

管涛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能够被市
场认可。境内外市场人民币交易价格的
差值能反映目前汇率的市场接受程度。
一季度，境内外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价日
均差价是 169 个基点，二季度这一价差大
幅收敛至 37 个基点，甚至比 2012 年外汇
供求基本平衡时期日均 61 个基点的价差
都要低，这意味着这个价格目前被市场广
泛认可和接受。

在人民币汇率已经趋向均衡合理水
平、当前汇率被市场认可的背景下，跨境
资金流动有进有出、双向波动会成为一种
新常态。一方面，国内经济企稳，有利于
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外贸进出口形势开
始回暖，同时境内外利差还继续存在，这 3
个因素都会导致资金有流入的压力。另
外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
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
策还在调整过程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这些因素导致资金有流出的压力。

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企业等市场
主体调整外汇收支行为之后，我国外汇供
求进一步趋向平衡。管涛表示，这种平衡
意味着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改善。
而在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之后，外汇储备的
新增规模将逐渐收敛，由外储过快增长带
来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有效控制。

外汇储备积累有利有弊，随着外汇储
备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负面作用相对更
多。管涛分析，外储积累的不利影响，主
要体现在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多，带来的央
行基础货币投放比较多，有可能带来通胀
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外汇储备
多也会导致经营管理难度加大，并可能触
发一些贸易或投资的摩擦。

跨境资金有出有进 外汇供求状况改善

我 国 国 际 收 支 趋 向 平 衡
本报记者 张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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