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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一直升值，原材料价格大涨，

用工成本也在增加……现在，工厂老板看

工人的脸色，只要愿意来，工钱好说，福利

好说，休息时间好说；外贸公司看工厂的脸

色，工厂说什么时候交货就什么时候交货，

工厂说涨价就涨价，订单图纸有变动，工厂

还会找外贸公司的茬儿；但是，总的来说，

还没有谁敢给老外脸色看。国外市场萧

条，碰到有询盘问价的国外客户，那简直就

跟 遇 到 了 救 星 一 样 ，看 人 家 的 脸 色 就 是

了。”常州一家外贸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张

洁在电话里对记者如是抱怨。在这家外贸

公司工作多年，她的感触是：“大家都在看

别人的脸色谋生计啊！可是，今年靠外贸

生意挣点儿钱，怎么就那么难呢？”

曾在山东东营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孙

小姐则干脆跟记者说：“订单少的可怜，几

乎没什么业务，我已经辞职两月，专心在家

看孩子了。”

2011 年已经过半，谈起这半年的形势，

外贸行业几乎人人都在叹气。

“这做生意也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可

是目前来看，今年的‘光景’确实怪，什么不

利因素都赶到一块儿去了——一方面，外

因来讲，国际市场大气候不行。另一方面，

内因最主要。这做生意要跟人、财、物打交

道，可是现在，都说用工荒、涨薪潮，工人的

工资节节攀升。在钱方面，要不就是贷款

难、资金成问题，要不就是人民币升值，挣

回来的外汇会缩水。而这原材料涨价，已

经是涨得大家心都麻木了的。”来自河北省

衡水市皮毛皮草交易重镇大营镇的丛先生

做了多年裘皮服装买卖，迫于今年的形势

压力，已经“赋闲”在家，3 个月没做任何生

意了。

热脸贴不了冷屁股

“是金融危机还没过去吗？这国外市

场怎么还是过不来一点儿暖和气儿？”丛先

生告诉记者，闲着的这几个月他没在家坐

着，开着车跑遍了河北省内的沧州市肃宁

县生皮毛皮市场、保定蠡县留史镇的原料

皮集散地，还有辛集市的皮革、毛领、帽条

深加工市场。一路走下来，他觉得，今年的

行业形势普遍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国际市

场根本就没“火”起来，需求没那么多。

“ 咱折腾得再热闹，人家不买咱的东

西，那不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现在的

行情不好，做生意也是赔，闲着的或者回家

种地的，反倒赚了。”丛先生说。

据记者了解，丛先生所在的大营镇，

裘皮产业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村村干

皮毛、户户搞加工、人人懂经营，像丛先生

一 样 既 是 农 民 又 是 老 板 的 人 比 比 皆 是 。

当地生产的水貂服装，早就在俄罗斯、日

本、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声名鹊起，

黑龙江的黑河、绥芬河等中俄边贸市场以

及北京雅宝路市场的裘皮服装也大部分

产自大营。

小地方的服装加工热情，难免会被大

市场的冷漠所伤。此前，对于中国今年上

半年进出口和出口额同比增速放缓，就有

西方媒体认为，全球开始对中国制造的产

品“丧失热情”。

是“中国制造”本身没有魅力了吗？这

倒未必。

日前召开的中国对外经贸 2011 夏季形

势分析会上，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全球各国

都在自顾不暇，忙着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都

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疲软状态，难

免会让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外贸

出口承受压力。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宝荣表示，首先，美国 6 月份公布的经济数

据因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环比上升的物价

指数令投资者丧失信心。特别是 6 月底，

美国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已经结束，第三

轮量化宽松政策会不会出台也是众说纷

纭。其次，希腊债务危机再次刺痛欧洲的

神经，违约担保成本升至历史新高。尽管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新的救助措

施，但在实施和推进的过程中仍将面临不

少变数。如果希腊经济得不到振兴，债务

危机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再其次，鉴于

日本地震及其仍然未结束的核危机，日本

经济是否会陷入长时期的衰退也是一个很

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最后，中东、北非动乱

还没有平静，继续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这

一地区的经济，进而影响到进口需求。总

的来说，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的

动力。

出口最愁收款难

只期盼金融危机早点过去，却没料到

后面还有欧洲债务危机。国际市场的疲软

和萧条，以各种表现传导到丛先生所在的

大营镇，给这里不大不小的县域经济带来

了冲击。

“ 有的人担心没有订单，可是有订单

的，很可能抓住的是个烫手山芋，到头来栽

得更惨。”丛先生告诉记者，“在我们那儿，

有的老板消息灵通，知道外围市场不安定，

没下那么大本儿，没做出口的单子。可是

我知道的，还是有几家冒了大风险，赔了个

底儿朝天，给欧洲的客户做了水貂皮草这

类高档的衣服，结果货出去了，钱收不回来

了，少说一家也要损失个百万元吧。”

对于当地风险承受能力小的这些“土”

老板，遇到这种风险，哪怕是“求爷爷告奶

奶”，看尽客商脸色，钱能收回来的可能性

也是微乎其微了，损失，只能自己承担。相

比之下，近年在海外出口中大显身手的宇

通客车集团栽了跟头，却出现了“天使”来

相救。

在宇通的海外战略中，古巴市场成为

最重要的出口地。令人记忆犹新的是 2007

年的一笔大单，宇通集团与古巴签订 3.7 亿

美元出口客车合同，令宇通载誉国内。在

这则重大利好消息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

外界所知的风险。

“在企业海外出口中，有客户告诉你，

到货后 4 年才能完成付款，这种大单接还

是不接？”7 月 5 日，宇通客车总经理牛波的

反问，再次暴露出企业出口贸易中面临的

海外风险。

宇 通 集 团 也 着 实 在 古 巴 市 场 触 了

礁。从 2009 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古巴经济情况出

现恶化，直接导致对中国企业的支付款项

出现了不同程度拖欠，在宇通集团项下累

计欠款总额超过了 1 亿美元。而 2010 年，

宇通客车营业收入为 134.79 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 8.6 亿元。这意味着，古巴的累计

欠款总额，已经与宇通客车一年的净利润

相差无几。

“对方说现在没钱了，没办法支付，你

说怎么办？”宇通集团一位人士无奈地表

示。更令宇通担忧的是，眼下，随着国内人

民币不断升值和央行利率上浮，这笔巨额

款项还面临着不断缩水的压力和高成本使

用压力。这笔损失如果不能及时挽回，势

必会对宇通集团资金链正常运转造成严重

影响。

好在当初是由于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介入，宇通集团

才欣然放心地签下了古巴订单，“ 东窗事

发”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

近日不得不为其买单 9900 万美元。宇通集

团这笔 4 年后没能收回的货款，总算没有

打了水漂。

原料进出口劫数难逃

国外客户拖欠货款的风险在今年上半

年屡有出现，或竭力追讨、或找人买单，都

让中国出口商吃了哑巴亏，有苦难言。而

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下对原材料定价权几

乎全面崩溃，在贸易摩擦中的一再“遗憾”，

让中国的贸易环境变得更加严峻。

铁矿石价格战场从争吵不休的谈判

桌 上 转 移 到 指 数 工 具 后 ，整 个 铁 矿 石 市

场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改变。指数的选择

和 制 定 ，成 为 决 定 铁 矿 石 生 产 商 和 中 国

钢 铁 行 业 胜 负 的 关 键 。 这 种 形 势 下 ，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也在酝酿推出自己的铁

矿石指数。

但是，就在业内人士还在争论国外矿

商是否会把中国版铁矿石指数放在眼里的

时候，铁矿石指数编制机构普氏能源资讯

公司收购了环球钢讯集团及其旗下 TSI 指

数，让原本行动就滞后的中国钢铁行业陷

入了更加被动和尴尬的局面。

据联合金属网的分析师说，经过合并，

三大矿山对重组后的普氏指数更是宠爱有

加，中国指数短期将难以与之抗衡。

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咽喉被外人牢牢扼

住，现在，中国工业原材料出口的自由，却

也将受他人禁锢。

7 月 5 日，WTO 争端解决机构向 WTO

成员国散发了关于欧盟和美国诉中国限制

铝土、焦炭、萤石、镁、锰、金属硅、碳化硅、

黄磷和锌等 9 种原材料出口一案的专家组

报告，报告称中国对 9 种原材料设立出口

限制及关税不符合 WTO 规定，是不公平

的保护主义安排，驳回中国政府所称的有

必要为保护环境而限制出口的说法，促请

中国取消有关安排。

对此裁定，中国商务部已于近日表示

了遗憾。

事实上，设置关税和配额来保护国内

资源是有道理的，WTO 也有这方面的规

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文献军

分析指出：“中国对原材料限制出口的出发

点和最终目的是保护资源及环境、调整经

济 结 构 ，并 不 违 反 WTO 公 平 贸 易 的 精

神。有些国家利用 WTO 的相关政策为自

身谋取利益，在需要中国低价产品时要求

加大出口，不需要时又大力打击中国企业，

这才是不公平的做法。”

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警告，WTO 此次

针对 9 种产品的报告只是投石问路，很可能

会成为日本、美国和欧盟下一步就中国稀土

出口配额提起诉讼的“判例”。众所周知，稀

土是战略性资源，目前中国出口量居全球之

首。如果稀土资源出口闸门被撬开，中国在

生产资料贸易市场的话语权将彻底丧失。

编者按：海关总署 7 月 10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17036.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5.8%；上半年贸

易顺差为 449.3 亿美元，收窄 18.2%。但是，亮丽的数字丝毫不能掩盖行业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外贸主管部门，商务部官员及其研究机构在多

种场合表态，指出中国外贸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正在增大。行业人士指出，中国要保持一个有利的出口环境，掌握外贸转型压力的“度”，没有

压力不行，压力太大也不利于转型升级。

外贸环境迷人眼外贸环境迷人眼 订单里面藏风险订单里面藏风险

■ 本版撰文 本版记者 李 可 高洪艳

海关总署 7 月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

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7036.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8％。其中，出口 8743 亿美元，增长

24%；进口 8293.7 亿美元，增长 27.6%。累计顺差

449.3 亿美元，收窄 18.2%。另外，虽然外贸出口增

速连续四个月下滑。不过，6 月份中国出口达 1619.8

亿美元，月度出口规模刷新了上月刚刚创下的 1571.4

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中国外贸进出口 20％左右的增速并不低，我们看

重的是出口对经济带来质量和效益的贡献，而不是速度

和规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所长张燕生说，“过高的增速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费力不

讨好。”

在海关总署进出口贸易统计情况首次在线发布

中，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介绍说，首先，去

年上半年，中国外贸月度规模在逐步回升，基数在抬

高，从技术层面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增速会

呈现回落态势。其次，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仍充满

变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过去，中东、北非地

区政局动荡，都加剧了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的

不确定性。再其次，受劳动力成本以及人民

币汇率上升等因素综合影响，中国劳动密

集 型 产 品 的 出 口 价 格 竞 争 优 势 在 减

弱。最后，日本大地震短期内造成

了部分产品的供应链条断裂，

对中国对外贸易也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负责人认为，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用工短

缺等因素，中国外贸企业出口成本不断上升，中国

出口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减弱。据了解，今年以

来，中国有 6 个省份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

幅为 27％。商务部重点联系企业普遍反映，2010 年用

工成本同比增长 20％至 40％，已经成为企业生产成本

中上升最快的部分。此外，人民币升值、节能减排和环

境保护压力加大，融资困难和成本增加也是中国中小外

贸企业面对的挑战。

张燕生说，根据近期对中国外贸大省广东省和浙江

省的调研情况，在各种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有 20％

的外贸小企业举步维艰；有 50％至 60％的中小企业处

于中间状况。

对于外贸增长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外汇投资

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中国外贸出口质量和结构

的转变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价格环境。商务部研

究院院长霍建国也表示，中国要保持一个有利

的出口环境，掌握外贸转型压力的“度”，没有

压力不行，压力太大也不利于转型升级。霍

建国认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外贸转

型升级的认识上仍存在一定差距，体

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仍有待改善，需

采取一些有利于转型升级的

政策措施。

外贸寒流中

企业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