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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情

水产品是我国第一大出口优
势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约
30%，并长期具明显顺差优势。近
年水产品出口增速放缓，在中美贸
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
响下，出口大幅下降。同时，受国
内动物蛋白消费需求增长驱动，水
产品进口连年快速增加，贸易顺差
急剧缩窄，顺差由 2015 年的 113.4
亿美元骤降至 2019 年的 19.6 亿美
元，为近二十年来最低（见图）。
2020 年 1-5 月，水产品顺差 3.5 亿
美元，收窄 62.1%，长期顺差局面或

将出现拐点。水产品贸易逆差时
代要来了吗？

加入 WTO 以来，我国水产品
出口整体保持增长态势。2001-
2019年，出口额由 41.8亿美元增至
206.6 亿美元，出口量由 205.4 万吨
增至426.9万吨。从出口额增速看，
2001年至2011年为高速增长期，年
均增速达 14.8%；2012 年至 2019 年
增速明显变缓，年均增长率仅为
1.2%。我国水产品出口前四大市场
分别为日本、美国、东盟和欧盟，合
计出口额占水产品出口总额一半以

上，总体保持稳定。2019 年，受中
美贸易摩擦影响，水产品对美出口
额 25 亿美元，出口量 45.7 万吨，出
口额和出口量同比分别下跌 27.1%
和 18.7%，美国从我国水产品出口
市场第二位降至第四位。

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水产
品进口量由 408.1 万吨增至 626.5
万吨，年均增长率 7.9%；进口额由
89.8亿美元增长至 187亿美元。从
进口产品看，虾类进口增长速度最
快，特别是对虾，2019 年进口量
61.9 万吨，进口额 38.4 亿美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 227%和 290%，占虾
类 进 口 量 和 进 口 额 的 80.4% 和
64.0%。随着消费者收入提高和营
养意识增强，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
将驱动进口快速增长。此外，国内
主动扩大进口，水产品自主降税，
不断强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猪肉
价格上涨导致水产品替代消费等
多重因素均对水产品进口起到助
推作用。

从短期看，一是进口增长总体
稳定。由于疫情防控有力，国内市
场情况总体好于欧美市场。近期，
进口三文鱼、厄瓜多尔冻虾受到疫

情输入的负面影响，但随着进口检
测加强、市场信心恢复，进口有望回
升。二是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国
水产品出口以加工产品为主，大部
分依赖原料进口，产能恢复受国际
市场消费萎缩和原料供应紧张双重
制约。综合看，2020年水产品贸易
总体大幅下降已成定局，顺差持续
的不确定性增大。

长期来看，国内动物蛋白供需
缺口是决定水产品贸易流向的关键
因素。一是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
制度落实将减少水产捕捞产量，养
殖增产规模有限，国内水产品产量
与市场消费需求的缺口难以弥合。
二是国内供给的品种与消费者偏好
的结构性缺口需要进口产品填补，
如海捕鱼类和特定水域资源性产品
等。三是电商渠道快速发展为商品
流通提供便利，刺激水产品消费需
求增加。

因此，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贸易
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国内动物蛋白
供需缺口持续拉大，导致水产品进
口增加，加之出口增长乏力，水产品
贸易逆差或将成为常态。（作者单位
系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

中国水产品贸易逆差时代来临了吗？
■ 张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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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阿里
云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
金会共同策划的智慧企业赋能高质
量发展大讲堂活动在线举办。深圳
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邱普在线讲述数字化转型如何推
动供应链发展。

“疫情下数字化将重塑供应链
的未来。”邱普说，在中国乃至全球
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的时候，数字
化领先的供应链企业使用端到端的
数据串联在各地运作，通过对整个
链条上下游可视化使用，供应链在
疫情期间仍具有灵活性和恢复力。
其中，中国数字化供应链上的企业
不论是制造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
的企业，还是提供供应链服务的企
业，抑或是金融科技企业，都在疫情
期间充分发挥数字供应链资源整合
和高效协同优势。推动复工复产，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现
代供应链的力量。

据邱普介绍，怡亚通成立于
1997年，2019年业务规模已达 1000
亿元，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262
位。“依靠数字化管理战略体系、品
牌数据资源、信息系统、数字化运营
服务体系，怡亚通成功实现供应链
的数字化转型。”她介绍，怡亚通 20
多年来专注于供应链服务，深耕创
新，全力推动数字化管理，通过大数
据（云平台）、ERP、互联互通打造人
工智能，以智能化、数据化、共享化、
整合化推进数字化管理。怡亚通整
合 100余家世界 500强和 2000多家
国内外著名品牌企业的优势资源，
业务涉及电脑、通信、医疗、汽车汽
配、机械设备、食品、母婴、日化、酒
饮、生鲜冷链等多领域，同 IBM、联
想、西门子、三星、华为、联合利华、
伊利和蒙牛等均有合作，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资源。

不论是服务外企还是内部管
理，怡亚通自主开发了大数据平台，

能够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获
取进口、分销、电商、分销和物流计费
等40多项管理软件著作权，也获得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认证，拥有
强大的服务能力进行多方协同。此
外，怡亚通还实现了与海关、税务、银
行、工商和保险系统等部门数据的无
缝对接。加之全国300多个城市532
个物流网点，逾万辆可控车辆，近200
万平方米的可控仓库面积，形成覆盖
全国的供应链服务网络。

在供应链服务数字化管理实践
中，怡亚通打造以广度综合商业服
务平台和380新流通平台为核心的
供应链服务载体，前者围绕核心企
业及其上下游（1+n），承接企业从
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供应链全
程中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后者帮助
品牌商、农产品构建扁平化渠道，快
速直供终端，通过将产业链上的原
材料供应商、品牌商、制造商、销售
终端等进行资源整合、信息连接和

平台共享，助力合作伙伴成为全球
化整合型企业。

当前，传统供应链由“推动式”
向“拉动式”转变，由“管理”向“服
务”转型。一般来说，供应链服务包
括采购、销售、供应商库存管理、平
台+营销合伙人等方面，但随着数
字经济在全球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
深度融合，数字化供应链服务逐渐
扩展并与产业供应链、金融科技品
牌管理等内容融合。

邱普用广西贺州碳酸钙案例介
绍了产业供应链。首先，通过全方
位拓展市场，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广
西贺州碳酸钙行业采购成本；其次，
利用全国产业资本资源，提升广西
贺州碳酸钙品牌效应；再次，通过集
聚商流，做大做强交易中心载体规
模，建立及规范行业标准，创新产业
服务模式；最后，结合供应链优势，
拓宽碳酸钙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碳

酸钙产业供应链体系。可以看出，
产业供应链服务对象主要为产业
园、企业、区域及城市产业链，通过
推动不同产业及不同产业集群的协
同，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企主动参与
全球供应链的匹配和资源的配备，
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
到其重要性，参与到供应链、产业链
的全程。由于疫情，全球供应链短
期休克，数字化领域在供应链企业
端到端的数据串联分布以及对整个
链条上下游的可适度使用需要得到
进一步优化。对比其他国家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水平，中国部分企业有
能力走在数字化转型的前列。比如
在运营和创新管理方面，我国汽车、
消费电子、医药、物流、零售、化工和
金属等行业都具有一定的基础。“数
字化供应链可以说是企业竞争的制
胜之道，企业要把握好当下契机。”
邱普说。

数字化带动供应链产业链发展
■ 本报记者 张海粟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
《2020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
示，2019 年人民币跨境使用逆市
快速增长，全年人民币跨境收付
金额合计 19.67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4.1%，在 2018 年高速增长的
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收付
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
收支总体平衡，净流入 3606 亿
元。人民币跨境收付占同期本
外币跨境收付总金额的比重为
38.1%，创历史新高，较上年提高
5.5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2019 年人民币
国际化发展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贸易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
币结算逆市增长；二是证券投资
业务大幅增长，成为推动人民币
跨境使用增长的主要力量；三是
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不断优化，
先后推出一系列更高水平贸易
投资便利化试点；四是人民币国
际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人民
币清算行体系持续拓展，CIPS 成
为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主渠道；五
是双边货币合作持续深化，不断
消除境外人民币使用障碍。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
国际化是市场驱动下水到渠成的
过程。近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
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贸易、
金融及经济的背景下，人民币跨
境使用仍保持韧性并呈现增长。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近年
来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使用取得积极进
展。《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与
周边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约 为 3.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5%，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
2.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我
国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双边货币金融合作不
断深化。2008 年以来，我国先后
与越南、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等 9 个周边国家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结
算协议，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阿联酋、埃及、土耳其等 23 个周
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同时，更多外贸企业选择人

民币进行跨境收付。《报告》指
出，根据调查显示，2019 年以来，
外贸企业参与跨境人民币业务
的积极性较高，截至 2019 年四季
度，84.6% 的企业选择人民币作
为跨境结算主要币种。从企业
类型看，已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
业务的企业中，国外投资企业和
港澳台投资企业开展比例最高，
分别为 88%和 89%。大型企业更
倾向于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
易和投资结算，占比达 89%。结
算流程简便、降低结算成本、便
利企业财务核算与资金管理也
是企业选择开展跨境人民币业
务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的吸
引力正在逐步显现。《报告》指
出，调查显示，约有 82% 的受访
境外工商企业表示，当美元、欧
元等国际货币流动性较为紧张
时，将考虑使用人民币作为融资
货币，这一比例创下 2016 年以来
的新高。75%的受访境外工商企
业愿意考虑在与中国的经贸往
来中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融资
货币。这表明人民币的国际融
资货币职能，正在有力促进贸易
便利化，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
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未来将
继续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坚
持市场化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一是坚持市场驱动。
探索推进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
便利化，不断消除境内外限制人
民币使用的障碍，为人民币与其
他主要可兑换货币创造公平竞
争的环境。二是继续推动国内
金融市场开放和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
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
票。三是引导离岸人民币市场
健康发展。提升人民币可自由
使用水平，促进离岸与在岸市场
良性互动、深度整合。四是完善
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对跨境资
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做
好逆周期调节，防范跨境资金流
动风险。

本报讯 （记者 刘国民）作为
都市客厅新时尚的英园（British
House），继2017年至2019年成功举
办三届“英国生活方式周”后，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8 日举
行了“2020 中英生活方式周”。中
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英中贸易协
会（CBBC）、伦敦发展促进署、北
京市商务委、中外知名企业、中外商
业协会等出席开幕式活动。中国民
族文化艺术基金会少儿美育文化发
展专项基金在活动期间举办自闭症
儿童绘画展览，并接收英国品牌
MeterWater 与英园为支持该基金
项目的共同捐赠。

一直致力于推广中英优秀传承

文化的英园，致力于提供正宗英式
下午茶及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而
在本届中英生活方式周，英园将与

“牡丹荣耀”有一场隆重的签约仪
式。今年，中英生活方式周将以“打
造百年传承品质”为主题，汇聚比往
年更多类别国际百年甄品、中国国
货精粹，多位企业创始人或品牌代
表也会齐聚英园，零距离交流体验
式、沉浸式、共性式经济新模式。

据了解，“2020中英生活方式周”
活动安排包括：开幕论坛、闭幕酒会、
甄选品牌展售、少年儿童未来日、中
英戏剧音乐下午茶等。本次生活方
式周还将开设“直播互动”，汇集并直
播发布中、英两国的优秀品牌产品。

来自英国的皇家御准品牌布鲁德伍
德、卡文迪钢琴、戴森家电等品牌和
产品都在活动期间亮相。

8 月 14 日开幕当天，英园重点
推出以“后疫情时代共享经济”为主
题 的 中 英 商 务 高 层 论 坛 ，作 为
2020 年中英生活方式体验周的重
点交流平台，促进中英和各国企业
之间更广泛长远的合作。到场嘉宾
包括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副局长
金虹、英中贸易协会（CBBC）中国
区总裁 Tom Simpson、中国国际贸
易学会会长金旭。很多嘉宾参与了

“疫情后企业如何破局”和“中英品
牌如何借助社交媒体和直播发展市
场”等话题的热烈讨论。

2020中英生活方式周开幕

下半年以来，作为国内重要不锈钢材料加工贸易基地之一的无锡市锡山区，12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材料的销售与
加工业务繁忙。其中，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不锈钢产品销往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为工人冒着
高温吊运并加工出口一批不锈钢扁钢订单产品。 本报通讯员 杨木军 摄

市场驱动下
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

■ 本报记者 王曼

据尼日利亚《卫报》报道，尼
日利亚饲料工业者协会表示，尼
日利亚饲料业需要的玉米、豆粕
目前短缺。该协会会长奥耶德
勒博士表示，如果饲料业的玉
米、豆粕短缺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么对饲料业、畜牧业都会造成

影响。尼日利亚专家表示，在尼
日利亚政府禁止外国鱼类和禽
类产品进口之后，应当确保饲料
业、畜牧业的正常发展，为当地
人 民 提 供 足 够 的 营 养 和 蛋 白
质。目前，尼日利亚短缺玉米超
过 200万吨。

据《快报》报道，中国是毛里求
斯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虽然双边
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疫情影响，
但港口间的海上运输始终保持畅
通。随着两国疫情的好转，中毛双
边贸易已开始恢复正常。中国拥
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毛里求斯出口

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有冻鱼、纺织
品、糖茶等，今年凤凰啤酒也成功
打入中国市场并且广受欢迎。同
时，中毛自贸协定也正在加快落
实，这将对促进两国经贸合作起到
积极作用。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尼日利亚饲料工业缺乏玉米、豆粕

疫情对中国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影响较小

一架满载着 110吨出口商品
的 GG4856 全货机航班，近日从
武汉天河机场顺利起飞，直接前
往美国达拉斯，并继续飞往洛杉
矶。此举标志着武汉—达拉斯—
洛杉矶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湖北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航线计划每周飞行三班，机
型为波音 747全货机。这是武汉
天河机场今年开通继比利时列日
和美国芝加哥之后的第三条定期
洲际国际货运航线，也是目前国
内唯一飞往美国达拉斯的全货机
货运航线。飞机飞抵美国达拉斯
后，还将继续飞往洛杉矶。

该航线出口的货物以电子产
品、机械零配件、跨境电商货物为
主，货物流向覆盖美国各大主要城
市。此航线的开通有利于武汉天
河机场进一步完善口岸功能，同时
吸引全球电子产业集聚武汉。

截至今年 7 月底，武汉天河
机场国际货运通航点已达 30
个，先后恢复至香港、韩国、马尼
拉、新加坡等“客改货”货运定期
航线；接下来将增开更多直达国
际城市枢纽的货运航线，为湖北
省内外企业高效复产再架“空中
通衢”。 （刘影 张祥 徐金波）

武汉—达拉斯—洛杉矶
定期货运航线开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8月
17 日发布 2020 年上半年机床工
具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1-6
月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累计完成营
业收入 2946.6亿元人民币，同比
降低 7.6%。今年以来各月累计
完成营业收入同比降幅逐月明显
收窄，月度同比的向好变化更加
明显，其中 4 月后连续三个月当
月完成营业收入同比明显增长。

此外，1-6 月机床工具行业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58.3亿元，同
比降低 2.5%，比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降幅小
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月累
计实现利润总额的同比降幅逐月
明显收窄。

随着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向好
及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效应的
持续释放，今年 3 月以来进出口
逐步回稳。上半年中国机床工具
进出口总额122.7亿美元，同比下
降 12.3%，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同比下降
15.7%，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5.6 个
百分点；出口同比下降 8.9%，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1.7个百分点。

由于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
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贸易和
投资萎缩，外贸面临的不确定因
素增多，下半年中国机床工具行
业的进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分
析指出，综上各种因素，中国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项政策
措施逐步显效，各种积极因素不
断积累，但下半年行业运行持续
向好的基础受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仍较大，预计中国机床工具行
业全年主要经济指标有望与上
年持平。 （闫晓虹）

中国机床工具行业
进出口逐步回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