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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 

（一）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2017 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的深度调整阶段。IMF 预计，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 3.4%，比 2016

年略有提高。其中，发达国家增长 1.8%，新兴经济体增长 4.6%，均

较 2016 年略有提高。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可能继续温和增长，

但大选走向不明，未来经济政策取向存在一定变数，美联储加息预期

时有反复，企业投资和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大。

得益于低油价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有望进

一步趋稳。但发达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的空间接近极限，政策边际效

用在减弱；在英国脱欧、难民问题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下，欧洲经

济不排除回升受阻的可能；由于日元升值抑制出口，日本经济增速回

升的动力依然不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许多困

难，资本外流风险依然存在，结构性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初级产品

价格低位震荡仍将影响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的

经济复苏步伐。 

国际贸易格局继续深刻演变。随着主要经济体结构调整的进行，

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期，“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

球贸易大循环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路径深刻变化。传统的消费

大国尤其是美国正大力推进“再工业化”，部分进口商品和生产环节被

国内生产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贴近市场、降低成本等

方面的考虑，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缩短全球供应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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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重新转移回去。在经贸规则领域，多边贸易体

制举步维艰，自由贸易区迅猛发展，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上升。 

“逆全球化”升温、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恶化。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

缓，需求回升乏力，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再加上英国脱欧、欧洲极右

翼政党兴起、美国大选走向都表明发达经济体民粹主义思潮盛行，主

要经济体在经济政策上“逆全球化”倾向愈发严重。一是各国纷纷实施

显性或隐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影响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世贸

组织报告显示，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了

145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有近 21 项新措施出台，月均新措

施数量为 2009 年世贸组织开始监测贸易限制措施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削弱，新一轮谈判难以取得预期

的成果。与 WTO 非歧视原则不同，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具有一定排

他性，区外经济体存在被歧视和边缘化的风险。三是不少政客把经济

问题政治化，为了争取选票，不惜把攻击矛头对准反映国际贸易自由

化与投资便利化要求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混乱现象反映了当前世界经

济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失衡和利益矛盾，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

持续稳定增长构成威胁。 

（二）外贸发展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国际市场需求疲弱。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投资活动低迷，对

能源资源、中间产品、机械设备的需求不振，使得投资品国际贸易增

长显著放缓。2013 年至 2015 年，美国企业设备投资年均增长 5.5%，

比 2009 年至 2011 年平均增速低 9.3 个百分点。在经济低增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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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达国家消费者信心不足，耐用品消费增长有限；新兴经济体增

速总体放缓，拖累居民收入增长，需求不振使得消费品国际贸易缺乏

增长动能。WTO 预计，2017 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 1.8-3.1%，增速将

继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这也是 WTO 首次提出区间预测，表明

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贸易不确定性较大。 

外贸传统竞争优势继续弱化。中国外贸传统竞争优势正在减弱，

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正处于“青黄不接”阶段，产业发展面临发达

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头挤压”。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

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2016 年前 8 个月，中国劳动密

集型产品在美国和日本进口市场份额比 2015 年同期分别下降 1.4 和

2.6 个百分点，而同期越南产品在美、日进口市场份额分别上升 0.7 和

1.2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以

互补为主的关系将发展为互补与竞争并存关系，尤其新兴产业发展将

面临发达国家更严苛的遏制。 

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对中国贸易负面影

响加大。中国已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对象，2016 年

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共遭遇来自 21 个国家（地区）发起的 91 起

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 44%；涉案金额 109 亿美元，同比上升

90%。中国的钢铁、铝业和光伏等领域成为遭受国外贸易摩擦的重灾

区，严重影响相关行业出口。 

（三）外贸发展新动能加快积聚 

外贸新优势正在加快培育。中国外贸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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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装备制造业出口不断增

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保持快速

增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中国

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占中国进出口总值

的 23.4%。 

外贸稳增长调结构政策效力日益显现。本届政府以来，国务院连

续出台了 16 个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文件（见专栏二），相关部门狠抓

政策落实，集中开展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多措并举促进加工贸

易稳定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加快外贸新业态发

展，修订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深入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积极应对钢铁、铝业、光伏等领域贸易摩擦重大案件，维护中国相关

产业发展正当权益。随着外贸稳增长调结构各项举措的落实见效，中

国外贸发展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企业的信心增强，外贸

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积聚。 

外贸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中国

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推动辽宁等 7 个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

管理模式，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一批重大合作

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对外贸易与跨境双向投资相互促进的局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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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成。中国多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新进展，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

峰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

中国—海合会、中国—以色列、中国—斯里兰卡等自贸区谈判取得新

进展，为中国外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体来看，2017 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

也正处在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随着外贸稳增长调结构相关政策持续落地生效，

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2017 年中国外贸占全球市场份额有望

保持基本稳定，货物进出口大国地位继续得以巩固，质量效益继续提

升，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面对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推进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加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着力推动外

贸转型升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支持外贸稳增

长调结构一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加工贸

易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提升进口综合效益，

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水平，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促

进中国外贸优进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