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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出口要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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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进口”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之

下，我国一方面要立足国内，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适度进口粮食，利

用国际市场解决国内粮食结构性短缺矛盾。此外，还要积极鼓励国内粮食

企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定价权的国际大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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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极端气候、

国际航运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造成全球粮

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粮

食进口量突破 1.6 亿吨，这对于稳定国内粮

食供应、优化供给结构、调剂余缺起到了重

要作用。合理把握粮食进口规模和节奏，

防范和化解国际市场可能带来的冲击，这

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适度进口”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

要内容，是我国在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

粮食供求格局、国际市场贸易条件的基础

上作出的理性选择。我国人多地少，立足

国内资源，已经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但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大豆自给率偏低，玉米产不足需，优质小

麦、大米供给不足，适度进口粮食有利于优

化供给结构，弥补结构性短缺，调剂国内

余缺。

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共振之

下，当前我国粮食进口面临诸多挑战。

从粮食贸易量来看，疫情发生以来，

各国普遍增加粮食库存，积极鼓励粮食进

口，全球粮食贸易量连续两年创新高，但

全球粮食贸易量仍然有限，再加上一些粮

食出口大国为了保障国内粮食安全限制

粮食出口，粮食进口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增加。

从进口趋势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20 年来，粮食进口量不断创新高，不仅有

可能会冲击国内粮食产业安全，而且国际

粮价波动容易传导至国内，带来稳物价方

面的压力。

从进口结构看，大豆进口虽一直占据

主导地位，但其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谷物

进口比重不断上升，其中，玉米、大米和小

麦三大主粮净进口呈现常态化，特别是玉

米进口量已连续两年突破进口配额。

从进口来源地看，我国粮食进口来源

地高度集中，很容易受制于出口国政策、产

量变化等因素。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我国

一直强调毫不放松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供应，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在

人多地少的国情之下，我国一方面要立足

国内，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适度进

口粮食，利用国际市场解决国内粮食结构

性短缺矛盾，并且把握适当比例，控制好规

模和节奏。此外，还要积极鼓励国内粮食

企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定价权的国

际大粮商，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地和品种的

多元化，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

与此同时，我国须始终高度重视国内

粮食生产，不断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增强粮

食宏观调控能力，牢牢掌握国内粮食定价

权。针对疫情发生以来国内粮价大幅上涨

的问题，国家采取强化粮食生产、用好储备

资源和增加进口等“一揽子”保供稳价政策，

引导国内粮价回归合理区间，暂时保持了国

内粮价的基本稳定。应看到，我国石油、天

然气以及钾肥等大宗商品价格对外依赖程

度 高 ，需 要 警

惕国际资本通

过炒作能源价

格 和 钾 肥 价

格 ，推 高 化 肥

价 格 ，倒 逼 国

内粮食价格上

涨 。 对 此 ，应

多 措 并 举 ，进

一步做好有效

应对。

根据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在国

际市场需求增加、节日促销的拉动下，2021

年 12 月纺织服装出口继续增长，实现圆满

收官。2021 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超

3100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振奋人心，但要看到，进入 2022

年，纺织服装外贸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增多。一方面，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为全

球贸易蒙上阴影，另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

疫情演变，国际采购订单布局或再调整，出

口 订 单 向 我 国 回 流 的 形 势 可 能 会 有 所

改变。

中小微纺织服装外贸企业的生存境况

也面临一些问题，如缺芯、缺柜、缺工以及

运费、原材料成本、能源资源价格、汇率变

动因素等。不少纺织服装外贸企业的利润

空间被压缩，普遍面临“增收不增利”的现

实困境。再加上下游消费缩减、订单减少

等因素影响，纺织服装外贸企业对进一步

扩大出口信心受到影响。

不过，也要看到支撑出口保持稳定的

因素仍有不少。

从政策环境来看，近期，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多项稳外贸政策，商务部等部门提

出一揽子应对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

四方面措施，以及 RCEP 正式生效实施等

一系列政策，为进出口企业排忧解难，为

2022 年外贸保驾护航。

从纺织服装行业自身来看，我国作为

纺织品出口大国，产业链完备，且具备较强

的国际合作和融合发展优势。2021 年，纺

织服装出口全年实现“超预期”增长，并在

9 月至 12 月连续 4 个月实现当月同比正增

长。特别是，大类商品出口增长由出口量

和出口价格共同推动，其中出口价格升势

尤为突出，这些都是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

优势的体现。

从市场需求来看，受病毒变异、疫情防

控再度升级的影响，防疫物资出口出现反

弹，重点市场对我国产品的依赖程度也有所加强。2021 年 10 月份

数据显示，我国在欧盟市场中的份额仍保持升势，在美国和日本的

份额虽然较 9 月份略有回落，但亦处于年内高位。同时，纺织服装

外贸的结构更加多元。

在此基础上，2022 年纺织服装外贸企业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首先，要把握稳外贸政策和 RCEP 实施的机遇，整合优质国际

资源，塑造国际竞合新优势。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化

产能合作；巩固传统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打造多元化的出口市场

格局；加强国际展会的专业性与影响力，规范化发展跨境电子商

务，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

其次，要正确处理国内发展和国际转移的关系，强化对国际形

势的分析研判，提升对环境风险的识别与预警能力，纺织服装出口

企业要规范合作流程，防范贸易风险。

此外，应在不断提高产品品质的过程中，加快发展自主品牌，

推动传统品牌焕新与再造，助力新品牌衍生与崛起，拓展在国际市

场的盈利空间。

近期，江苏省创立数字经济卓
越工程师职称制度，旨在集聚一批
顶尖数字人才、数字创客和数字工
匠。江苏省将制定数字经济人才发
展规划，实施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
职业领航工程，建立数字经济卓越
工程师继续教育基地，每年培养产
生1000名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通
过开展数字经济专业人才职称评
审，打通高技能人才成长发展通道，
有利于营造重才、爱才、惜才、扶才
的浓厚氛围，助力数字经济发展，进
而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