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益於科技創新、外貿結構不斷優化，2024年中國外貿在複雜多變
的國際形勢中實現穩步增長。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的貿易表現突出，對中亞、非洲、拉美等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長也較
為迅速。同時， 「新三樣」 （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持續暢銷，
跨境電商亮點突出，數字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和經濟發展的
新增長點。此間專家對大公報表示，展望2025，特朗普 「二進宮」 、複
雜地緣政治衝突等雖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然中國製造向高端化邁進、貿
易韌性持續加強的趨勢不會改變，數字貿易持續發力，新興市場亦將成
為外貿新藍海。

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過去一年間，各部委相繼出台政策
措施。從國務院辦公廳出台《關於促進
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意見》，商務部印
發《關於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政策
措施》再到發改委等7部門聯合發布的
《關於發揮國內貿易信用保險作用 助
力提高內外貿一體化水平的意見》以及
海關總署的《進一步優化口岸營商環
境 促進企業通關便利十六條措施》
等，料將進一步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
展，穩定外貿增長。

隨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中
國外貿的發展又有了新航向。會議明確
提出，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
貿、穩外資」 將是2025年經濟工作的重
點任務之一。會議還提到了一系列的開
放措施：將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
放，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積極發展服
務貿易，綠色貿易，數字貿易，深化外
商投資促進體制機制改革，穩步推進服
務業開放，推動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 ，走深走實，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
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
副部長、研究員劉向東撰文表示，中國
外貿發展將面臨較大不確定性，預計將
遭遇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衝突等多
重挑戰，尤其是特朗普2.0關稅政策帶
來的不確定性，可能將大幅壓縮中國外
貿出口發展的空間，但同時也應看到，
外貿發展積累的積極因素在增多。因
此，外貿形勢有望延續2024年穩定發展
走勢，展現出量穩質優的特點，在貿易
結構優化中把握全球貿易發展新機遇，
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繼續呈現
較快發展的新亮點。

進出口總值創多個歷史新高
2024年前11個月，中國貨物貿易

進出口總值39.79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4.9%，出口23.04萬億
元、進口16.75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6.7%和2.4%，外貿運行總體平穩。其
中，部分行業的外貿企業營收增長顯
著，如醫療器械、運動瑜伽、寵物配
件、新能源電池、汽車配件等行業。

另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前三季
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創下新
高，歷史同期首超32萬億元，各季度分
別進出口10.15萬億元、11萬億元、
11.17萬億元，均超過10萬億元，這在

歷史同期也是首次。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後研究員郭

寒冰對大公報表示，2024年亮眼的外貿
數據，彰顯出中國經濟強大的內生動力
與適應性。她認為，2025年中國外貿將
面臨更加複雜的形勢，但機遇與風險並
存：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結構性調
整、數字產品貿易和數字服務貿易的蓬
勃發展、綠色低碳新能源帶來的新契機
等，也為全球貿易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從2024年前11個月機電產品出口
59.5%的佔比和8.4%的增速來看，不
難推測，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
地位將在2025年持續攀升，逐步向高端
化邁進。

新興市場多元化 助力產業升級
自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以來，中

國與共建國家的貿易額持續增長。2013
年至2021年，中國與 「一帶一路」 沿線
國家累計貨物貿易額近11萬億美元，雙
向投資超過2300億美元。海關總署統計
數據顯示，2024年前11個月，中國貨
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突破39億元大關。中
國對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的貿易表現
突出，2024年前11個月，中國對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合計進出口18.74萬

億元，增長了6%。一些外貿企業積極
開拓新興市場，如中亞、非洲、拉美等
地，取得了一定的市場份額和營收增
長。

展望2025年，上海財經大學原常
務副校長徐飛建議，要積極拓展新興市
場國家。徐飛對媒體表示，與新興市場
國家加強貿易合作，不僅有助於中國拓
展國際市場、優化出口結構，也有助於
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的高質量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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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高端化
開闢新興市場新藍海

新三樣持續暢銷 穩外貿力度加大

資
料
來
源
：
海
關
總
署

在跨境電商成為外貿
引擎的同時，中國新能源
車外貿出口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駛入國際市場。第五次全國經濟
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已
領跑全球，2023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
到945.8萬輛，比2018年增長6.9倍，
產量連續9年居全球首位，佔全球的比
重超過60%。

2023年新能源汽車產量佔全球比
重超過60%，為全球綠色發展貢獻了
可持續的力量。汽車用鋰離子動力電
池、單晶硅、多晶硅等綠色產品產量快

速增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 「綠
色動能」 。

近年來，中國新能源車的品牌認可
度和市場多元化不斷提升，比如國產純
電動乘用車出口均價由2018年的0.08
萬美元／輛上漲至2022年的2.12萬美
元／輛，出口市場也拓展至發達國家，
比如歐盟已躍升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主
要進口地之一。

此外，從 「電動汽車出口+鋰電池
出口」 到 「海外新能源產業鏈本地
化」 ，新能源汽車也邁出了產業鏈出口
的新步伐。

此外，與新能源車相關的自動駕駛
技術也在不斷成熟。北京前沿未來科技
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陸峰對大公報表
示，2025年將開啟中國智能網聯汽車
全面普及應用元年，越來越多的城市將
會支持個人乘用車、城市公共汽電車、
出租車、城市運行保障等出行服務領域
開展自動駕駛全面應用。 「這將推動汽
車產業鏈各環節軟硬件和服務按照自動
駕駛的新要求提檔升級，還將加速推動
汽車產業重新洗牌──品牌整車企業掌
握自動駕駛的能力將決定其在汽車產業
中的地位和生存機會。」

展望2025年，中國人
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
究員劉英對大公報表示，

特朗普再度執政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或將迎來新一輪的動盪與調整，保護主
義勢力的抬頭與地緣政治衝突的升級似
乎已成定局。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企
業出海已成為大勢所趨，東南亞、拉美
等地都是中國出海的重要目的地，意味
着香港作為內聯外通 「超級聯繫人」 優
勢更突出。 「通過在這些地區設立企
業、投資建廠，既可以規避貿易壁壘，
還可以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提升中國
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劉英預測，面對外部形勢變化，中

國對外開放的重點也將有所調整。一方
面，中國不會也不能放棄歐美市場，儘
管歐美對我們打 「貿易戰」 ，但中國仍
將繼續深化與歐美企業的合作，也歡迎
他們來中國市場分享發展紅利。另一方
面，中國將加強在全球範圍內的多元化
布局，其中包括對出口產品和對外投資
的多元化，尤其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
家投資設廠。

面對美國發起的 「貿易戰」 ，劉英
表示，中國一直堅定地選擇以高水平對
外開放作為應對策略，通過 「建群」 與
「進群」 的方式來回應部分國家的 「退
群」 行為，旨在推動一個開放、包容、
普惠、平衡且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

以此對抗部分國家所倡導的 「區域全球
化」 或 「半全球化」 趨勢。這不僅是應
對如 「關稅戰」 等外部挑戰的策略，更
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
貿易國，在面對全球不確定性時，採取
的一項關鍵戰略舉措。同時，劉英強調
了服務貿易的重要性並認為中國的服務
貿易仍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未來應將進
一步提升國內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她
認為，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構建以及營商
環境的打造，尤其是為促進新質生產力
打造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相融合的態
勢，為高水平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
礎。因此，必須練好「內功」，才能更好
地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

2024年以來，
跨境電商憑藉其強
勁的發展動力，已

成為推動外貿增長的重要新動
力。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4
年前三季度，中國跨境電商進出
口 達 到 1.88 萬 億 元 ， 增 長
11.5%，創歷史新高，佔中國外
貿比重將近6%。目前，中國跨
境電商企業已超12萬家，與30
多個國家建立了雙邊電商合作機
制。

2024年11月22日，商務部
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王受文表
示，跨境電商是國際貿易的有生力量，
在中國也是如此。

商務部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已建設
海外倉超2500個、面積超3000萬平方
米。據市場研究機構GFK預測，2024年
Temu、SHEIN、阿里速賣通等中國跨
境電商平台將向歐盟國家發貨約40億
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務研究中
心主任王健建議，跨境電商對企業數字
化及外貿模式創新的影響積極，應繼續
提升跨境電商的貿易便利化水平，簡化
優化監管，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提升外
貿發展質量。

隨着跨境電商成為外貿重要引擎，
數字貿易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由商務部牽頭編製的《中國數字貿
易發展報告2024》顯示，2023年，中

國數字貿易快速發展，可數字化交付的
服務進出口規模達2.72萬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8.5%。值得一提的是，第五
次全國經濟普查首次納入了數字經濟調
查內容。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共有數
字經濟核心產業企業法人單位291.6萬
個，實現營業收入48.4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後研究員郭
寒冰對大公報展望2025年稱，預計企業
應用數字技術的比例將進一步攀升，特
別是製造業對工業互聯網的積極擁抱，
將打破傳統的生產邊界，實現生產效率
與質量管控的顯著飛躍。料產業數字化
將持續穩步前行，這將是實體經濟迎來
的一場 「數字蝶變」 。 「從 『製造』 邁
向 『智造』 ，重塑產業競爭力，這無疑
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征程中的關
鍵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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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科技創新、外貿結構不斷優化，2024年中國外貿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
實現穩步增長，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長也較為迅速。圖為深圳鹽田港。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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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綜合保稅區內，跨境電商企業工作人員
運送進口商品。 中新社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穩外貿穩外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