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提 供 普 通 话 和 广 东

话讲解服务、在各大公共场所增加

汉语标识……墨西哥旅游部近日

在墨西哥城宣布正式启动“接近中

国”项目，旨在借助上述改善环境的

措施，吸引和便利中国游客访墨。

近年来，随着出境游升温，中

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游客输出国

和旅游消费国。此次启动的“接近

中国”项目是墨方为吸引中国游客

推出的最新举措。此前，墨旅游部

已经多次在中国举办旅游推介会，

2016 年还将在中国举办“ 墨西哥

旅游年”系列活动。

在墨从事旅游行业的宋倢对

记者说，近两年能明显感觉到中国

旅游团的数量在增加。特别是中

国的真人秀节目来墨拍摄后，很多

人都对赴墨旅游产生了兴趣。

墨旅游部旅游促进局办事处

执行主任冈萨雷斯对记者说，今年

9 月，墨旅游部将赴中国考察，并与

中国相关部门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不过，接待过多次中国旅游团

的多明戈对记者说，在一些细节方

面，如海关人员服务态度、旅客行

李检查政策、购物退税便利程度

等，中国游客还会遇到一些不愉快

的经历，这都是需要改进和提升的

地方。 （李强 王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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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扫描

◆进口提醒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一直

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虽然 6 月、7
月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速均为正

值，但是有些人将这些因素归结为

人民币贬值对外贸核算的积极作

用，以及去年 7 月出口降幅最大等基

期因素的正面影响，而以美元计价

的出口增长速度仍然为负。事实

上，在各种不利因素和质疑背后，仍

能看到我国外贸形势向好的趋势。

外贸出口企稳迹象明显

外贸出口环比增长转正。以人

民币计价，7 月份我国出口金额 1.22
万亿元，增长 2.9%。以美元计总额

为 18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4.4%。但

是，出口形势向好不是汇率变化的

数字游戏，而是中国外贸优势得以

发挥的必然结果。数据显示，7 月

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降幅比 6 月

份收窄了 0.5 个百分点，与 6 月份出

口额 1802 亿美元相比，7 月份出口

额的环比增长由负转正，出口向好

的迹象已经显现。

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情况明

显向好。7 月份，在英国脱欧的背景

下，中国外贸出口抵抗住欧元贬值

的压力，与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

贸 易 额 达 到 2.01 万 亿 元 ，增 长

1.8%。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也实

现增长 1.7%，表明我国外贸出口存

在内生增长动力。虽然与第二大贸

易伙伴美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

的出口额呈现了负增长，增速分别

为-2.0%、-18.4%，但是出口下降的

幅度分别比上月收窄 8.4 个百分点

和 0.6 个百分点，且出口降幅明显小

于进口，出口向好的趋势初现。

民 营 企 业 成 为 外 贸 企 稳 的 主

力。民营企业出口充满活力，出口

增 速 和 占 比 均 有 所 提 升 。 前 7 个

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5.12 万亿元，增

长 4.8%，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38.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2.9 个百

分点。民营企业对于外贸稳增长

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为我国外

贸出口企稳注入强大的动力。

传统出口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从统计数据看，我国 7 大类劳动密集

型产品合计出口 1.61 万亿元，增速

由负转正，实现增长 0.2%，其中，纺

织品出口额增长 3.9%，塑料制品出

口 额 增 长 4.4% ，玩 具 出 口 额 增 长

14.5% 。我国外贸出口从“ 大进大

出”到“优进优出”，欲提升外贸附加

值和建立新的优势仍需时日。在当

前外贸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传

统出口优势得以恢复，将对我国外

贸企稳产生最强有力的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7 月份我国外

贸出口先导指数有所回升，特别是

出口经理人指数小幅回升，表明我

国外贸出口预期向好，是我国外贸

出口企稳的重要风向标。

外需不足是进口下滑主因

与出口相比较，7 月份我国外贸

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从表象上

看，进口下降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

成的。一是加工贸易下降带来的负

面影响。今年前 7 个月，我国一般贸

易进口仅下降 2.6%。而加工贸易降

幅却高达 9.2%，远远大于一般贸易，

成为拖累中国进口增长的主要因

素。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进

口额大幅度下降。今年上半年，我

国进口的铁矿砂、原油和铜等主要

大宗商品数量大幅增长，但是这些

大宗商品进口均价却呈现普遍下跌

态势。其中，铁矿砂、原油、煤、成品

油 进 口 均 价 分 别 下 跌 了 13.3% 、

29.6%、18.8%和 20.3%，导致相关产

品进口量升额减。

在这两个表象背后，我国进口

下降还有两个深层次原因：一方面，

外需仍然疲弱。当前世界经济除了

印度和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都在深

度调整过程中缓慢复苏。今年 6 月

8 日，世界银行再次调低了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预测至 2.4%，远低于 1 月

份预测的 2.9%。加工贸易进口大幅

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均

是外需不足所致。另一方面，我国

外贸结构不合理。例如，2014 年，我

国消费品进口 9362.7 亿元，增速高

达 14.9%，但是占同期我国进口总值

的比重仅为 7.8%。大宗商品、先进

设备等生产资料占比过高，而国内

需求旺盛的消费品进口比重过低，

导致国内消费增长对进口的带动作

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外贸进出

口企稳的迹象逐步显现，应进一步

夯实我国外贸出口的传统优势，扩

大一般贸易竞争优势，巩固向好基

础；在进口方面，优化进口商品结

构 ，适 当 放 松 对 进 口 消 费 品 的 限

制，促进进口企稳，缩小外贸顺差。

◆国际视野

我国外贸向好趋势初现
■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 萍

黑龙江渐成东北亚新枢纽
本报讯“沾了‘一带一路’的

光，我们每天都能吃上家乡的新鲜

蔬菜，真是太好了！”在俄罗斯哈巴

罗夫斯克上学的中国留学生李雯

雯高兴地告诉记者。24 小时内新

鲜蔬菜水果送达俄远东地区，9 天

内哈尔滨生产的服饰鞋子抵达莫

斯科，两周之内电子元器件、化学

工业品到达德国汉堡，这样“风驰

电掣”的景象背后，蕴含着黑龙江

省对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

响应。

2014 年 以 来，黑 龙 江 以 铁 路

通道建设为重点，全面谋划和推动

立体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哈齐高铁、牡绥铁路扩能改造、哈

尔滨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一批工

程相继建成，对俄沿边铁路联通、

省内高速铁路环路、口岸铁路连接

线、重点公路网、民航场站和中俄

信息枢纽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和建

设不断加快，哈欧、哈俄、哈绥符釜

（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釜山）三

条国际大通道实现常态化运营。

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省份，渐成东北

亚经济发展的新枢纽。

随着“中俄绿色通道”、特定商

品监管结果互认、贸易统计数据交

换合作等政策落地，黑龙江正推进

中俄海关建立跨关区、跨部门、跨

国界的合作机制。

“在试点口岸，中方出口的果

菜和俄方出口的木材通过数据信

息互换，实现了国际海关间监管结

果互认和进出境一次查验。”哈尔

滨海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试点进

展顺利，即将推广到全部口岸。

（郑少忠 方圆）

青海首趟中欧班列下月起程
本报讯 为了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经过青海

省商务、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的

积极筹备，青海省首趟中欧班列将

于 9 月 8 日正式起程，近 50 个集装

箱的藏毯和有机枸杞经过 12 天的

历程将到达欧洲市场。中欧班列

的开通，意味着青海对外开放的步

伐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据省商务厅负责人介绍，此次

班列的集装箱将全部经过海关、商

检、税务、商务等 9 家单位审核检

查，集装箱内主要装载着标志青海

特色的藏毯和有机枸杞。青海正

在凭借当地丰富的牛、羊毛（绒）资

源，打造世界羊毛地毯制造中心和

国际藏毯生产集散地。同时，柴达

木盆地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有机

枸杞生产和出口基地。

担任此次全程物流运营任务

的中铁集装箱运输负责人介绍，本

次班列计划从西宁双寨物流中心

出发，经甘肃，从阿拉山口出境，途

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

波兰、德国，最终抵达比利时第二

大城市安特卫普，跨越 6 个国家，

全程约 9838 公里，较之前海运缩

短至少 40 天。

（芳 旭）

墨西哥旅游业新期待：接近中国

中国代购大军吸引澳零售商主动寻求合作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收入良好

且健康意识强烈的消费者群体对

澳大利亚食品及保健品的需求刺

激中国代购行业发展。而现在，代

购们所携带的潜在巨大商机不容

小觑，澳大利亚很多零售商也开始

寻求与其合作。

2013 年，在澳大利亚读书的王

娜开始从悉尼向中国邮寄鱼油胶囊，

借此支付房租。如今，她已成为不

断壮大的中国代购大军的一员。据

悉，在澳大利亚约有 4 万名中国代

购使用社交媒体和移动支付软件为

中国内地顾客购买商品，其中包括

婴儿配方奶粉和其他日常消费品。

这一新产业的规模使澳大利

亚的零售品牌商家认识到了代购

带来的潜在新商机，并纷纷希望寻

求与代购们合作。今年，如 A2 牛

奶公司等配方奶粉制造商开始想

办法利用代购拓展市场。

与此同时，鉴于规模较小的出

口商在中国做生意可能遇到的困

难，专门研究中国市场的咨询公司

建议澳大利亚公司与代购联手。

新西兰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同时

也在澳大利亚有生产线的 A2 牛奶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内森说，

该公司正在想办法与代购进行更

密切的合作。 （谭利娅）

◆数据播报

7月末外汇占款
连续9个月下降

23.44万亿元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

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末人民币

外汇占款 234402.45 亿元，较 6 月

末下降 1905.08 亿元，连续第九个

月下降，降幅再度扩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刘健分析，7 月外汇占款下

降主要由于英国脱欧继续发酵，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促使资

本流向美元、日元等避险资产。

人民币贬值压力再度加大，企业

结汇观望情绪增加，购汇冲动增

大。此外，跨国企业结算旺季、海

外派发红利以及暑期旅游等季节

性因素，均对外汇占款构成压力。

刘健认为，短期来看，外汇占

款存在改善的基础。随着英国脱

欧等问题尘埃落定，市场紧绷情

绪有望逐步舒缓，美元指数或将

震荡。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

越被市场接受，监管层保持外汇

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及人民币汇率

平稳运行意图明显。10 月 1 日，

人民币将正式纳入 SDR（特别提

款权）货币篮子，这都将有助于吸

引资本流入。 （王 观）

丹麦对中国猪肉
出口增长迅速

丹麦《今日新闻》报道，由于中

国去年颁布新的猪肉生产环境污

染监管规定，中国国内猪肉产量减

少，使得今年上半年丹麦猪肉对华

出口增加 50%。丹农业和食品理

事会表示，今年 1 至 4 月，近 17%的

丹麦产猪肉出口到中国，去年同期

仅有11.4%。

丹麦业内专家认为，中国市场的

需求可能会使今年丹猪肉出口额增

至10亿多美元，达到去年的两倍。

丹最大肉类出口商丹麦皇冠

发言人表示，过去的两个月对中

国猪肉出口确有大幅增加，中国

国内猪肉价格急剧增加，使得进

口猪肉比国产便宜。丹业内人士

提醒，警惕中国市场猪肉突然需求

增加的“价格泡沫”存在短暂性。

8 月 15 日，新西兰新闻网站

SCOOP 报 道，新 西 兰 猕 猴 桃 经

营巨头佳沛将在本周完成对出口

前猕猴桃检验过程的彻查，新的

检验过程已获新西兰初级产业部

批准并已通知中国有关部门，佳

沛即将恢复对中国猕猴桃出口。

报道称，不久前，中国检验检

疫部门从送检的新西兰进口猕猴

桃中检出果腐病菌，并对新西兰

猕猴桃发出风险预警。8 月 5 日，

佳沛暂停对中国出口猕猴桃。针

对该事件，尽管新西兰总理约翰·
基在每周的媒体发布会上坚决表

示与中国钢铁涉嫌倾销一事无

关，但仍引发了新西兰媒体的广

泛猜测。 （本报综合报道）

拔罐走红 中医风靡海外获认同
里 约 奥 运 会 正 如 火 如 荼 地 进

行中，拔火罐、针灸等作为“神器”

意外“走红”，受到美国泳坛巨星菲

尔 普 斯 、美 国 体 操 运 动 员 艾 利 克

斯·纳杜等诸多奥运健将的追捧。

古老中医理疗方法成为舆论关注

焦点。

记 者 近 日 走 访 广 东 多 家 大 型

医院发现，随着民众对中医疗法辅

助保健的青睐，加之奥运健将和好

莱坞明星的“拔罐成风”，不少民众

到当地中医科门诊的理疗区排队

接受推拿、拔火罐、牵引等中医治

疗。40 平方米的理疗室挤满等候

治疗的民众。

同时，来自非洲、欧美和日韩

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也纷纷前来

体验中医疗法的魅力。在不少专

家眼里，中医在海外从“被认识”走

向“ 被认同”。中医在海外的传播

度和地位正在提升。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

2014 至 2023》报告显示，中医药已

传播至 100 多个国家。世界范围内

约有 10 万家中医药诊所、约 30 万名

中医药技术服务提供者。

广 东 省 中 医 院 传 统 疗 法 科 主

治医师陈磊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

强，中华文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中医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逐渐增

加，并且在运动康复、治疗痛症、慢

性病等领域得到广泛认同。

“ 海外社会对中医的看法，是

从了解到认可的过程，中华医学逐

渐成为风潮。”陈磊表示，目前有部

分外国人特意到中国学习中医技

术，“未来的中医技师，可能有‘洋

面孔’。”

（蔡敏婕 文雯）

引导企业应对电子信息产品出口新常态
■ 高士旺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调整趋势

持续，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内部再平

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棘手问题。同

时，我国外贸发展的要素禀赋和比

较优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各项要

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叠

加，外贸发展出现新常态。作为占

据外贸进出口近 1/3 的电子信息产

品，贸易形势更是出现明显的变化。

拉动我国外贸出口快速增长

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自上世

纪90年代初呈现较好增长态势，1995
年实现首次贸易顺差，并在2000年成

为我国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

商投资企业大规模进入。全球计算

机、通信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刺激

电子信息产品需求快速膨胀，成为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催化

剂。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推

动下，我国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

海地区形成产业链完整和配套完善

的产业聚集区，并成为全球电子信

息产品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我国电

子信息产品年度出口额也从 2001
年的 650.2 亿美元迅速增长到 2008

年的 5217.6 亿美元，成为拉动我国

外贸出口最重要的大类商品。

出口高速增长时代或已结束

2008 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使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的势头开始减缓。电子信息产品出

口增幅持续回落，对全国外贸的拉

动作用也正在减弱，其中有基数不

断增大的因素，也有以下产业和市

场原因：

其一，主要产品进入成熟期，全

球市场需求萎缩。如计算机、平板

电脑、彩色电视机、视频游戏机等电

子信息产品基本已呈现明显的市场

饱和。

其二，技术发展、功能融合和网

络化导致部分产品消逝。随着计算

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原有产品的

技术与功能出现持续的融合，产品

原有界限越发模糊，宽带网络和移

动网络发展，智能手机不断侵蚀其

它产品的市场。

其三，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降

低，加工贸易出现转移。作为全球分

工合作的电子信息产业，欧美日主导

消费市场和技术标准。加工贸易和

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贸易特点决定

我国对国别投资政策、综合成本等考

量较多。同时，发达国家不断提出制

造业回流，也对我国继续维持电子信

息产品生产出口基地提出挑战。

出口将延续低速增长势头

全球市场需求不振，缺乏能够

引领增长的新产品。研究机构对未

来几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的需求，

普遍预计增速将明显回落。

网络发展和技术进步，正在对

全球电子信息产品市场和企业竞争

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产业界逐步从

以硬件为主体的服务模式向硬件为

载体、软件为核心的模式转变。平

台化和生态圈成为竞争的战略方

向。软件与服务成为厂商间差异化

和增值服务的重要方式。

随着全球宽带网络的发展尤其

是移动互联网的完善，以半导体芯

片为基础的电子信息产业，正在摆

脱产品自身联网的初级阶段，快速

渗透到其它行业和领域。以智能家

居、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产业，成

为电子信息技术创新的突破方向和

新的产业增长点。

三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是我国电

子信息产品出口的绝对主力军。面

对劳动力人口数绝对减少和工资水

平（社保等）的不断上升，外资制造

业向外转移的压力凸现。目前来

看，电子信息产业虽然没有出现大

规模的转移，但很多跨国企业完全

具备将整个产业配套迁移至其它国

家和地区的能力。即便不整体搬

迁，企业也可以通过向其它地区工

厂转移订单的形式降低成本。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保持当前

各项支持集成电路、信息消费、新型

显示器件等重点产业发展的财政、

税收、外贸和产业政策的稳定；进一

步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外贸增长若

干意见的具体措施，营造便利的贸

易通关环境；加大引导优势电子信

息产业“走出去”的力度；保持人民

币汇率相对稳定。

适应发展新常态，引导软件服

务业快速发展也是题中之义。应加

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服务贸易

的若干意见》的具体措施，完善与软

件服务贸易特点适应的口岸通关管

理模式等。

另外，还要加大对优势企业的

培育力度，继续加强对企业创新的

引导与鼓励，支持企业打造国际化

品牌。

（作者系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电子家电行业部副主任）

佳沛即将恢复
对中国出口猕猴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