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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全球贸易在重重困难中艰难复

苏，在上一年疫情重创下的较低起点上表现

出强劲增长势头和较强韧性。展望 2022 年，

全球贸易虽显露出进一步增长的曙光，但仍

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货物贸易复苏更为强劲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尽管继续受

疫情影响，但 2021 年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并达到历史新高。预计 2021 年全球贸易额将

达到约 28 万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 23%，与疫

情前即 2019 年水平相比增长 11%。2021 年几

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货物贸易均高于

2019 年水平。预计 2021 年全球货物贸易将

达到 22 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服务贸易额

将达到约 6 万亿美元，略低于疫情前水平。

据世贸组织报告，2021 年全球货物贸易

量将增长 10.8%，2022 年将增长 4.7%。货物贸

易创历史新高的增长反映了 2021 年贸易扩张

的力度，以及疫情在上一年对全球贸易冲击

的深度。

2021 年货物贸易比服务贸易复苏更为强

劲，是所有主要经济体贸易的共同特点。大

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仍低于或接近

2019 年的水平。相较而言，中国的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增长保持相对稳定，仍处于较高

水平。

2021 年国际贸易的积极趋势主要得益于

需求强劲复苏、各国疫情限制措施减弱、各国

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等因素。在疫情危机继续破坏现有供应关系

时，全球贸易在维持各国获得商品和服务方

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虽然疫情导致国际贸

易流动收缩，但全球供应链仍能保证基本医

疗用品等的跨境流动。

多重因素抑制贸易增长

2021 年下半年开始，一度强劲的全球经

济复苏放缓，进而使全球贸易增长势头相应

放缓。

2021 年下半年，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

增长率低于预期，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许多

经济体继续受到疫情干扰，加之各国出现商

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等，对国际贸易

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拖累经济复苏并影响贸

易增长景气易增长景气。。

20212021 年经济复苏带来的巨大需求增加了年经济复苏带来的巨大需求增加了

全球供应链压力全球供应链压力，，而燃料价格上涨又进一步而燃料价格上涨又进一步

加剧了供应短缺和运输成本上涨加剧了供应短缺和运输成本上涨，，集装箱短集装箱短

缺以及运费飙升缺以及运费飙升、、海运不畅海运不畅、、港口拥堵和码头港口拥堵和码头

货物积压等现象出现货物积压等现象出现。。全球供应链受阻和运全球供应链受阻和运

输成本高企输成本高企，，对全球贸易持续产生负面影响对全球贸易持续产生负面影响。。

自 疫 情 暴 发 以 来自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全 球 半 导 体 出 现 短全 球 半 导 体 出 现 短

缺缺。。半导体行业一直面临需求激增和持续供半导体行业一直面临需求激增和持续供

应紧张等不利因素应紧张等不利因素，，进而扰乱了许多行业尤进而扰乱了许多行业尤

其是汽车行业的发展其是汽车行业的发展，，一些重要行业因此在一些重要行业因此在

20212021 年出现疲软迹象年出现疲软迹象。。

各国与疫情有关的贸易限制政策措施影

响国际贸易流动性。据世贸组织数据，各国

在实施与疫情相关的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方面

总体表现克制，而且这些措施正在逐步取消，

但大量积累且未废除的限制措施仍在影响着

价值约 1.5 万亿美元的贸易商品，占世界进口

的近 9%。各国在疫情暴发后实施的 117 项出

口限制中，有 45 项仍然存在，涵盖药品、其他

医疗用品和个人防护设备等，影响疫情应对

和疫苗生产分配。

地缘政治因素和区域贸易协议影响全球

贸易模式。一些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地缘政治

紧张对国际贸易流动继续产生重要影响。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也将影响全球贸易

模式。

加强多边和区域贸易合作

2022 年的全球贸易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和下行风险。世贸组织报告指出，从中长期

看，以贸易高度联系为特征的当今全球经济

更容易受到自然和人为灾害冲击。诸多风险

相互作用，将对经济贸易以及社会环境产生

连锁影响。

从短期看，下行风险包括区域差距、服务

贸易继续疲软以及部分国家疫苗接种率落后

等，其中疫情走向是全球贸易前景的最大威

胁。此外，债务负担隐忧犹存。在疫情危机

期间，各国政府为维持经济而增加借款，随之

而来的利率和偿债义务上升及全球通胀压

力，给许多国家尤其是财政政策空间有限的

发展中国家带来持续的金融不稳定风险，并

将对投资和国际贸易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稳定全球贸易体系，推进贸易更包容、更

多样化和更具韧性，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全球

贸易的发展方向。世贸组织正在就渔业补

贴、电子商务、贸易便利化、服务、投资、农业

和中小微企业等事项进行多边谈判。

重振国际合作对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世贸组织认为，一些国家应调整

旨在鼓励生产回流和取消贸易一体化的政

策，避免因这些政策降低国民经济效率并最

终推高货物和服务的价格。鉴于公共债务和

财政赤字可能对经济增长和贸易造成压力，

各国应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措施，以维护经

济金融稳定。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大宗商品

依赖顽疾，也是全球贸易体系治理的重要工

作之一。

全球贸易复苏仍有不确定性全球贸易复苏仍有不确定性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杨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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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施耐德电气与工

信部国合中心主办的“绿色智能

制造创赢计划”第二季总决赛在

上海举办。在活动现场，10 家拥

有创新技术的中小企业进行了成

果展示。最终，施耐德电气与其

中 6家优秀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众多在华跨国公司中，施

耐德电气以本土化程度高著称。

其中国区管理团队拥有高度自主

的运营决策权，对中国市场特点

的认识也十分深刻。通过举办

“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与中

小企业开启合作，扩大“朋友圈”，

是施耐德电气在中国提升市场拓

展能力的重要方式。

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因为

这是一种多赢策略。

许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拥

有创新技术，但是当客户需要综

合 性 解 决 方 案 时 ，就 会 力 不 从

心。同时，缺资金、缺渠道、缺品

牌，也让中小企业在开拓市场时

面临不少障碍。拥有这些资源，

恰恰是施耐德电气这种大型跨国

公司的长处。

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来说，与

中国中小企业合作，可以提升其

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能力。市

场需求五花八门，公司规模再

大，也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微小

领域，与中小企业合作是更好的

选择。通过融合各方长处打造的

解决方案，更加契合中国客户的

需求。

跨 国 公 司 如 何 更 好 地 “ 掘

金”中国市场？加强本土化，与

中国企业共赢，实践表明这是个

良策。

中国市场有自己的特点，需

要企业因地制宜调整经营策略。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实力

雄厚，但在中国的经营业绩却不尽如人意，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对中国市场的认识不够深刻，本土化程度不深，

简单复制其在其他市场的经营

策略，导致“水土不服”。

中国市场足够大，要想赢

得市场，不能只靠“财大气粗”，

更需要认真研究市场特点，有

针对性地设计经营策略。这也

是跨国公司加强本土化运营的

意义所在。

·广告

兖矿能源兖矿能源：：打造国际一流打造国际一流、、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引领示范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引领示范企业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举行战略发布会，山东能源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兖矿能源集团董事长李伟在会上发布了兖矿能源发展战略纲要，会

上还举行了从兖州煤业到兖矿能源的更名与新 LOGO 发布仪式。

兖矿能源的前身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由原兖矿集团（现山东能源集团）发

起设立，25 年来，兖州煤业已发展成为经营区域横跨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大重点产

煤省区和亚洲、美洲、大洋洲“三大洲”，业务范围延伸至化工、电力、物流运输、装备制造

和新能源产业的特大型国际化上市公司，成为拥有上海、中国香港、纽约、澳洲 4 地上市平

台的能源企业。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总资产 2589.10 亿元，营业收入 2149.92 亿元，利润总

额 92.54 亿元，职工幸福感、获得感与日俱增。

兖州煤业以“立足煤、依托煤、延伸煤、超越煤”为主线，积极抢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机遇，着力培育自主核心技术，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2 项。依托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优势，兖州煤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

加快：2004 年兖煤澳洲公司成立以来，先后实施 7 次大型国际并购，成为澳大利亚较大煤

炭上市公司；2017 年，完成对力拓公司联合煤炭的战略收购，深耕澳洲、加拿大等海外资

源聚集地，兖州煤业海外资源量达到总资源储备的 79.7%，海外产能达到总产能的 60.5%，

海外资产达到资产总额的 28.0%，成为中国煤炭行业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

兖州煤业注重与股东共享发展成果，上市以来，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346 亿元。2021 年

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063.28 亿元，同比增加 196.03 亿元；实现利润 154.77 亿元，同比

增加 54.46 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达 20.41%。凭借规范运作和良好业绩，公司获得资本市场

广泛认可，兖州煤业 A 股、H 股股价多次领涨煤炭板块，市值突破千亿大关，成为能源行业

具有较大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

2020 年 7 月，原兖矿集团与原山东能源集团进行战略重组，作为重组后山东能源集团

的旗舰资产和主导产业领域上市平台，兖州煤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先后完成现金收

购集团母公司化工资产、增资控股内蒙古矿业等多项重大资本运作，公司规模当量加快

增长、产业链不断延长、品牌形象及行业地位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抢抓国际能源行业

加速变革的重大机遇，积极落实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总体部署，实施向清洁能源引领示

范企业的战略调整，成为更名后的兖矿能源在新一轮能源变革升级中把握趋势、赢得主

动，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据来源：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兖矿能源战略发展思路：坚持高碳能源低碳化、清洁能源规模化、综合能源智慧化发展方向，聚焦矿

业、高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智慧物流五大产业，加强资本运营、科技创新、精益管理，实施资
源全球配置、市场全球布局，提升产业发展引领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国际行业地位实现新跨越，把兖
矿能源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引领示范企业。

兖矿能源产业发展定位和目标：做强做优“五大主导产业”，到 2030 年，力争成为国际化运营、资本运
作、发展质量、规模当量更具竞争力的能源上市公司。一是推动矿业智能高效、做优做强。致力于智能化、无人
化、绿色安全开采，打造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典范。力争 5 至 10 年煤炭清洁开采 3 亿吨，建成 8 座以上千万吨级
绿色智能矿山。拓展钼、金、铜、铁、钾等矿产领域，打造金属矿山新增长极，向多矿种开发转变。二是推动高端
化工新材料延链强链、价值提升。瞄准高端精细发展方向，实现化工产业整体提档升级。力争 5 至 10 年，化工
品产量 2000 万吨以上，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工品占比超过 70%。三是推动新能源战略优先、发展提速。大力
开发建设新能源项目，有序发展制氢产业。力争 5 至 10 年，形成新能源产业与矿业开采、高端化工新材料“三足
鼎立”之势。四是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重点突破、“专精特新”。突出核心业务，培育中高端系列产品，在装备制造
细分市场具有较强话语权和影响力。五是推动智慧物流数字驱动、协同增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
术，统筹产品、用户、第三方服务商，打造大宗商品多式联运新模式，助推规模效益、运行质量同步增长。

兖矿能源战略发展路径：一是产业发展路径，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优化区域布局与产业协同，充分

发挥资本运营优势，实现实体产业和资本运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助推矿业开采做精做深、高端化工新材料清洁
高效，新能源培育壮大，高端装备制造和智慧物流产业智能协同，形成优势互补、融合互动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二
是绿色低碳路径，顺应能源行业低碳绿色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和践行传统能源清洁化供给利用，提升绿色能源构成
占比，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按照国家规定时限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引领行业清洁绿色发展。三是技术创新
路径，坚持创新驱动，依据技术成熟度、敏感度、重要性、可行性等指标要素，构建研发路径识别体系，超前捕捉主体
产业前瞻技术，清晰技术创新方向和重点，加大资源投入，优化运行机制，推进成果转化，增强高质量发展源动力。
四是国际化发展路径，加强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资源配置、资产管理和运营能力，不断扩大资源要素、业
务经营、品牌价值等国际化优势，形成全球一体协同发展格局。

绿色和谐生态矿区绿色和谐生态矿区

李伟董事长发李伟董事长发

布战略纲要布战略纲要

井下智能化控制中心井下智能化控制中心

鲁南高端化工园区鲁南高端化工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