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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邵秋旭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济南市  250000） 

摘要：近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了全球的生产和需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回顾 2020 至 2021 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辉煌成就，

结合 2022 年当下的贸易政策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想要维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必须结合国际形势与政策研究贸

易发展趋势，及时应对挑战；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推进数字化创新，培育新动能以对冲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本文即主要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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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统筹推进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确保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平稳运行，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取

得了一定成效。要进一步稳定外贸基本布局，既要把握公共卫生事

件对外贸的短期影响，又要着眼长远，把握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寻找更好发展外贸的着力点。 

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产生以来，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工作方式发

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也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创新进程

的加快。大力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

贸易的有机融合，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 

一、回顾 2020 - 2021 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市场区域布

局 

（一）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202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32.2 万亿元，增长 1.9%，是全

球唯一实现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创

历史新高。分季度看，进出口规模逐季攀升，分别为 6.6 万亿元、

7.7 万亿元、8.9 万亿元、9.1 万亿元。 

2021 年 1 至 7 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

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24.5%、24.5%、24.4%，增速均为 10 年来新高。

与此同时，外贸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 

对于 2021 年的强势出口，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分析主

因是：疫情冲击后的经济修复，以及部分国家本土供应链受损，出

现“全球贸易共振”；海外制造业补库存进一步带来量价贡献上升，

其中上半年偏量，下半年偏价，均阶段性存在正向驱动；由于港口

航运等约束，需求端没有办法充分表达，有一部分会被动延迟，供

给端存在缓慢释放和“减震垫效应”。 

（二）市场区域布局更加优化，多元化效应显著 

2020 年，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半壁

江山，依次为东盟 3.79 万亿元，欧洲联盟 3.61 万亿元，美国的 3.20

万亿元，合计占进出口总额的 56%。 

2021 年，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

和韩国，分别增长 19.7%、19.1%、20.2%、9.4%和 18.4%。 

2020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1%，其中出口

增长 3.2%。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波兰、新西兰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分别增长 18.4%、18%、12.1%、

12.4%和 5.9%。 

2021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更快。同期，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3.6%，比整体增速高 2.2

个百分点。 

 
二、2022 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面临挑战 

（一）全球增长势头正失去动力，发展不稳定、不平衡问题显

著 

全球经济贸易持续稳定复苏仍面临挑战。2021 年底，中国、美

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变慢，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逐渐

被吸收，出现了大幅度的供应链中断，世界经济预计在 2022 年增

长 4%，2023 年增长 3.5%。 

但实际上，这些总体增长粉饰了各国不平衡复苏速度的现状，

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南亚 202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要比疫情前

预测水平低 1.7%，更甚者与中国全面脱贫成果有显著对比的非洲地

区将出现 5.5%的差异，预计 2023 年非洲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上

升。 

（二）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由追求效率向兼顾安全与效

率转变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重构。短期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部分环节仍面临不稳定因素，芯片等全球供应紧张，汽车、消费电

子行业产能受到影响。  

长期看，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将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各国内顾倾向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趋于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2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强劲

反弹，比 2020 年增长 77%，从 9290 亿美元增至 1.65 万亿美元，超

过前水平。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因此制造业和全球

价值链的新增投资仍然处于低水平。 

同时，各国仍然采取多项贸易保护措施，法国、匈牙利等重启

全国性封锁，人员、商品跨境流动受限。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对人员入境采取措施的国家最多，达 198 个，其次为限制交通工具

入境的国家，货物贸易被限制的国家总数将近 9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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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效应持续外溢，大宗商品价格

维持高位 

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延续资产购买计划，也就是量化宽松

政策，助推全球资产价格上行，截至 2021 年 9 月底，总资产飙升

超 25.9 万亿美元，金融市场表现与实体经济背离的潜在风险仍然存

在，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动荡、债务风险上升，大规模的回购对投

资产生了负面影响，降低了企业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不充分的竞

争、超低的利率和低价的风险导致生产力低下的企业大幅出现，而

随着财政支持的撤销，发展中国家即将面临新的投资挑战 

受全球经济回暖和流动性环境宽松等因素叠加影响，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维持高位。2021 年 5 月末，CRB 指数、道琼斯商品指数和

标普高盛商品指数与年初相比分别上涨 22.9%、21.1%和 27.2%。世

界银行 4 月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预计，2021 年能源价

格将比 2020 年上涨 1/3 以上，油价平均每桶 56 美元；金属价格将

上涨 30%；农产品价格将上涨近 14%。 

三、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

深刻调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同时我们

也应看到，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不断增强，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蓬勃

发展，将为进出口实现量稳质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从供给和需求端分析国内经济形势 

从需求端看，外需总体稳定，经济有触底回弹趋势。2022 年 2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采购经理指数）为 54.9%，较上月小幅上升

0.2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月稳定在 54%以上。分区域看，美洲和非

洲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所上升，亚洲和欧洲制造业 PMI 较上月有所

下降。报告分析显示，从指数变化看，全球经济延续复苏趋势。2022

年 1 至 2 月全球制造业 PMI 均值为 54.8%，较去年同期略低 0.2 个

百分点，表明经济复苏的力度仍待提升。 

从供给端看，国内生产将逐步恢复。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突发

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中国已经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和财政金融

支持力度，各地方和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支持力

度。企业复工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据商务部统计，近期各地外贸企

业复工复产总体进度不断加快，特别是外贸大省引领带动作用明

显。其中，浙江、山东等省重点外贸企业复工率均在 70%左右，广

东、江苏等外贸大省复工进度也较快。全国范围外贸企业复工进展

情况符合预期。随着外贸企业正常生产，物流运输大面积恢复，产

业链供应逐渐复苏，外贸形势逐步好转。 

 

（二）外贸协定与国家政策利好 

外贸协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随着它在文莱、柬埔寨、老

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 6 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

澳大利亚 4 个国家中的实施，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调，跨境电商

前景广阔，而俄国作为东欧最具有电商价值的国家（60.8%为青年

人，网购商品为中国制造强项），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国家政策方面。虽然 2021 年中国外贸取得了非凡增长，但当

前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因素也在增多，世界经济在缓步复苏，外需增

长乏力，人民币汇率，能源价格，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重了

中小企业负担，所以 2022 年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做好跨周期调

节，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2022 年 1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提出鼓励外贸

新业态的发展等 15 条措施。 

（三）数字化贸易与跨境电商成为焦点 

市场格局方面。中国两大跨境电商平台为天猫国际和考拉海

淘，其市场份额占了半壁江山，他们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26.7%和

22.4%。其次为京东国际，苏宁国际等。商业模式 90%为 B2B 模式，

零售份额占比较小。 

对外贸易预期方面。下图为我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及同比增长

率预期，有稳步提高的态势，跨境电商平台前景广阔。近期，英国

和新加坡签署了创新性数字贸易协定，意味着世界各国正在努力通

过经贸合作创新为经济稳定复苏开拓新的机遇。具体来说，我国可

以考虑在浙江、广东等具有数字经济和出口贸易的主要省份创建

“数字贸易示范区”，帮助提高中国贸易数字化的整体水平，促进

数字贸易的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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