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187项进口商品的关
税进行下调，平均税率由 17.3%降至 7.7%。这是涉及品种
数量创历年之最的一次降税。进口关税下调，从微观层面
来讲，国内消费者可以有更多机会购买到高质量的进口商
品，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品质，消除国内外消费品价格落
差。而在宏观层面，这次降税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推进贸易自由化决心的体现，也是在高水平对外开
放格局下我国外贸思路转变的一种表现。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将在 2018 年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从宣布进口博览会筹办工作启动，到进口商品
关税大幅下调，今年外贸领域两个标志性事件释放出的是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信号，标志
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正在从以出口为导向往注重进
出口平衡发展的方向转变。

我国对外贸易已经维持了多年的贸易顺差。从商务
部最新公布的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来看，中国
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3327 亿元人
民币，支出 11705 亿元人民币，顺差 1622 亿元人民币。其
中，货物贸易顺差2796亿元人民币；服务贸易逆差1175亿
元人民币，整体仍保持顺差态势。当然也要看到，今年以
来，我国的累计进口增速比出口增速高出了 9.8 个百分
点。逐月来看，除个别的两个月份以外，进口比出口增速
均高出5个百分点。可以预见，进口将随着我国国内消费
市场尤其是中高端消费市场需求提升而持续扩大。

扩大进口，意味着巨额贸易顺差的时代或将结束，外贸
结构保持大致平衡、甚至出现贸易逆差的时代即将来临。
出现贸易逆差，是否就真的是“狼来了”呢？笔者认为，视贸
易逆差为“豺狼虎豹”的观念和心态亟须改变。

首先，长期的贸易顺差给我国所带来的并非都是好
处：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将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贸易
顺差虽然增加了外汇储备，但从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角度
看，则是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此外，持续高额顺差将导致人
民币升值预期，进而导致资本净流入增加，而资本净流入
增加又会进一步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且会成为通货
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相反，贸易逆差的结果也并非不好。适当逆差除了有
利于解决短期贸易纠纷，有助于贸易长期稳定增长之外，
逆差实际上等于投资购买生产性的设备，只要投资项目选
择得当，既可补充国内一些短缺的原材料，还能很快提高
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以及增加经济总量，并缓冲资本净流入的速度，缓解
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其次，应该看到贸易平衡将会起到提高消费需求，促进就业，拉动经
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
年份，都是存在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

再次，对外贸易长期表现为顺差结构，对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
国家本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但也引起了一些经济体的不满。采取适当措
施扩大我国的进口，实现贸易平衡，有利于缓和对外贸易矛盾，同时也能
让国际市场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这有利于推进贸易全
球化、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

最后，中国当前需要实现从依靠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驱动阶
段，转变到规模和创新驱动阶段。适度增加非生产性产品的进口、增加
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国外先进设备、技术、人才的进口，是中国优化进口
结构的努力方向。今后一段时间，外贸工作的着力点要放在保持对外贸
易稳定增长和优化进出口结构上来。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坚持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积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全
面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作为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国
和消费国，中国预计在未来 5 年将进口规模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
务，出境游客将超过5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随着我国
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高度
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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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自贸区

根据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消费品进
口关税的通知》，自2017 年12月1日
起，以暂定税率方式降低部分消费
品进口关税。此次降税会更好地满
足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优质产品的消
费需求，也会让全世界享受到中国
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带来的红利。

本次关税调整中，187 项商品
进口税率进一步调低，调整后，部分
商品税率仅为原税率的一半，甚至
不到原税率的 1/3。唇膏、眼影、香
水等化妆品关税由 10%降至 5%，咖
啡机、智能马桶盖由 32%降至 10%，
矿泉水由 20%降至 10%，婴儿纸尿
裤及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关税
降为零。

此次降税是自 2015 年以来中
国第四次调整部分消费品进口关
税。2015 年 6 月 1 日，降低部分服
装、鞋靴、护肤品、纸尿裤等日用消
费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平均降幅超
过 50%，纸尿裤的进口关税由 7.5%

降低到2%，护肤品的进口关税降低
到2%。2016年1月1日，咖啡机、电
熨斗、相机镜头、部分服装等商品的
关税大幅下调，大部分降幅超过
10%。2017年1月1日，关税下调有
所精化，暂定税率的进口商品范围
从822项调减至805项，黑珍珠关税
降为零，确定完税价格后的乐器税
率降为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王明荣认为，此次税率调整
主要有三方面意义：一是在我国供
给侧结构改革短期内不能呈现效
果的情况下，此次降税可以缓解国
内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结构性矛
盾；二是有利于发挥进口消费品对
国内生产者的消费示范带动效用；
三是缓解我国因为贸易顺差带来
的贸易摩擦。

关税往往是产品售价的晴雨
表。关税降低后，海外商品通过一
般贸易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价格
和国际流通价格相同的可能性大

增。对消费者来说，可以买到“同
价”海外商品，对生产者来说，可以
激发国内市场竞争，加速国内产品
升级。

进口关税接连下调带来的利好
体现在消费拉动上。由于关税的存
在，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在相同品
类商品上的价格差较大。通过关税
下调，一般贸易终端价格与跨境电
商终端价格的差距将逐渐缩小，实
体渠道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拉动明
显。对于消费者来讲，调整关税，有
利于拉低进口商品价格，促使消费
行为停留在国内，推动境外消费回
流。有分析指出，如果我国境外消
费有 30%回流到境内，就能拉动整
体消费增长1%。因此，降低部分商
品进口关税，是我国拉动整体消费
增长，带动高端产业整体发展的一
种选择。

降低关税对生产端也有倒逼作
用。为了应对国外优质商品的冲
击，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不落下风，我

国生产相似替代品的企业不得不改
进生产技术，提升管理效率，提高品
牌影响力。由于国内和国际生产标
准不同，造成同类产品内外销售质
量存在差异，存在着对国外出口产
品质量高于国内销售产品的现象。
这不仅不利于国内企业发展，也不
利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这种现
象通过严格的监管机制虽然可能有
所改善，但不能有效制止，而通过市
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就可
以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王明荣指出，税率降低对生产
者的影响是双重的，对国内进口替
代部门会产生竞争和示范带动双重
效应。竞争本身有利于企业效率优
化，但同时也会使行业内低效率企
业退出市场。发挥消费的示范带动
效应，要注意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合
理安排“新消费品”的作用。消费者
是消费品关税下降的最终收益者，
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消费多样化的进
口产品。

在 2017 年 12 月 3 日举行的第
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老
挝 、沙 特 、塞 尔 维 亚 、泰 国 、土 耳
其、阿联酋等国家相关部门共同
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倡议》。

根据倡议，各国将在以下领
域展开合作：扩大宽带接入，提高
宽带质量；促进数字化转型；促进
电子商务合作；支持互联网创业
创新；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强
数字化技能培训；促进信息通信
技术领域的投资；推动城市间的
数字经济合作；提高数字包容性；
鼓励培育透明的数字经济政策；
推进国际标准化合作；增强信心
和信任；鼓励促进合作并尊重自

主 发 展 道 路 ；鼓 励 共 建 和 平 、安
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鼓励建立多层次交流机制。

发起倡议的各国代表表示，
作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
国 家 ，将 本 着 互 联 互 通 、创 新 发
展、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
赢的原则，探讨共同利用数字机
遇 、应 对 挑 战 ，通 过 加 强 政 策 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和民心相通，致力于建设互联
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打造互
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
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在我看来，各国进行‘一带
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基础
是共享，其核心内容应是开放，即

通过这种双向的开放、共享，从根
本上改变世界各国经济竞争与合
作的格局。”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
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
说，当前，“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关注焦点。在
未来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中，中国企业必将发挥出越
来越大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积
极的作用。

毋庸置疑，中国数字经济企
业有能力担当起“一带一路”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引领者的角色。这
得益于中国规模庞大的市场和中
国国内鼓励、包容创新的政策环
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指
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
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
动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智 慧 城 市 建
设，连接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
路”。阿里巴巴等一批互联网巨
头企业正是生于中国，成长于中
国，并将经验输送到国外。除了

“双 11”成为全球狂欢节之外，还需
要指出的是，在前不久，阿里巴巴
所倡导的 eWTP 第一个试验区在
马来西亚吉隆坡全面启动运营。

在宋清辉看来，推进“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
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
显不均衡。这其中既有很多仍处
于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也有像以色

列、新加坡这样的数字化水平处于
全球领先的国家。“由于该倡议是
建立在自愿、不具约束力基础上
的，该倡议的提出给解决这些困难
提供相关保障是有限的，但不排除
后面会有专门的保障安排。”

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
问题，或许企业也可以贡献自己
的力量。在前不久举办的 2017 中
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滴滴
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庞成军
就如此表态：“数字经济企业的战
略方向应与国家保持一致，到每
一个地方都以合作为导向，而不
是以竞争为导向。我们要为当地
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当地产
业升级带来便利。”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继续保
持温和复苏态势，国际贸易增速
有所加快。在医药领域，虽然传
统外贸竞争优势减弱、产业及价
格竞争激烈，但随着国家政策效
应的不断显现，支撑医药外贸发
展的新动能正加快积聚，质量效
益稳步提升，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医药外贸全年稳中向好的格局已
然形成。

2017 年前三季度，我国医药外
贸 总 额 849.5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71% 。 其 中 ，出 口 436.78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5.61%；进口 412.7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6.66% 。 顺 差
24.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59.8%。此
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
药贸易进出口双升，同比分别增长
19.95%和 5.75%，“一带一路”倡议
正在医药领域互利合作中扎实推
进，但我国医药出口依然面对着以
下五大难题：

一、原料药竞争无序
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并取得进展，但大宗原料
药产能过剩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宗原料药
出口价格一路走低，企业为争夺市
场大打价格战，利润空间不断受到
挤压。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小众原
料药因生产厂家少、产量低，存在垄
断提价或被流通、制剂厂商独家买
断的情况，导致其他制剂厂商不得
不高价拿货，进而推升了制剂出口
价格。有些制剂企业因为无货，直
接放弃了如西咪替丁、利多卡因、催
产素等细分产品市场。

二、环保压力
一是大批原料药企业因环保问

题正面临停限产的窘境。如浙江台
州目前已有多家制药中间体企业被
关停，北京则要求原料药生产企业
于11月采暖季前全部停产搬迁，京
津冀要求制药企业在采暖季实行错

峰生产等。
二是制药行业环保标准逐步提

升。《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修订版参考欧美日等国家经验，
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其中部分指
标较发达国家更严苛。

三是企业长期停限产导致相关
产品国内供应短缺，部分国际订单
也无法正常执行，直接面临经济赔
偿和市场丢失的风险。

需关注一些地方“一刀切”的
做法。比如河北部分龙头医药企
业投入巨资进行环保升级改造，尽
管已符合相关要求，但在停限产措
施面前则与环保未达标企业“一视
同仁”。

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
近期医保商会调研了部分经济

技术开发区、医药产业园区及相关
企业。虽然各地均较重视科技创
新，但仍存在投入不足、企业产品同
质化严重等问题。有的企业产品研

发费用甚至低于销售总收入的1%，
与先进国家研发投入比相距甚远；
部分经开区、产业园地处中西部，高
水平研发资源相对稀缺，高层次研
发人才相对匮乏，科技创新基础相
对薄弱，缺乏吸引高端人才、风险资
本等优质要素集聚的平台载体，企
业创新意识和研发能力不强，自主
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较少，创新型
领军企业凤毛麟角。

四、药品注册认证困难
新药评审周期较长是行业反映

较突出的问题，目前一个进口药品
的注册仍需要5～8年。另外，药品
国际注册需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
而相关国家注册认证有效期短、费
用高企等问题也是企业关注的热
点。如甘肃美迩康反映澳大利亚

（TGA）认证周期短，仅有两年的有
效期，且认证费用高，每个产品高达
40 万～50 万元人民币/次；兰州佛
慈反馈产品注册因身份、国家不同，

单品种费用从几千美元到几万美元
不等。

五、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受限于
相关政策

根据有关规定，委托加工品种
在生产时，需要在生产地药监局进
行备案，但只有在进口国以“药品”
身份进行注册并取得文号，方可在
国内 GMP 工厂生产。以中成药为
例，其在很多国家尚未实现立法，美
国 FDA 对于中成药的管理一直是
按照药品的标准执行，但归类仍为

“膳食补充剂”，因而不符合中国的
备案规定，影响到相关公司在美国
的业务。另外，我国制剂出口需要
提供药品出口销售证明书（CPP 证
书），而非洲需要的药品规格大多与
我国不同，按照国外的规格在国内
申请注册和审批困难，造成我国企
业无法承接这部分药品订单，不得
不将国际市场拱手让给欧美和印度
公司。

进出口平衡应是贸易强国的标志

■董克伟

降低进口税率倒逼国产商品提质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实习记者 孔帅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国（辽
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
截至11月20日，辽宁自贸试验区
三个片区共新增注册企业 18834
户，注册资本 2669 亿元，新增注
册企业数和注册外资额均位于
全国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前列。”
辽宁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副厅
长王广利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办
11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辽宁自贸试验区实现良好开局。

在辽宁自由贸易区未来发展
方面，王广利说，将重点做好辽宁
特色的国资国企改革、产业升级、
面向东北亚扩大开放等方面的创
新经验总结，为“一带一路”建设、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亚开
放等国家战略贡献辽宁经验。
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进一
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试验田的作用。 （马慧新）

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中国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
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四川自贸试验区自 4 月 1 日挂牌
以来，已探索形成77项创新经验
成果，精选21项向国务院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推荐，并在全省进
行复制推广。

截至目前，四川自贸试验区
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60余个。新
设企业 16944 家，注册资本 2408
亿元。入驻持牌金融机构 300 余
家，入驻基金 160 余家。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 156 家，超过全省新
设外资企业数的 1/3。双流国际
航空港开通航线304条，其中国际
航线104条。蓉欧快铁1~10月开
行643列，同比增长 83.7%，稳居
全国首位，重载率提高到 70.5%；
发送集装箱5.27万标箱、货值33亿
美元，分别增长 83.6%和 266.3%。
泸州港集装箱吞吐量 41.1 万标
箱、增长2.1%。 （刘红霞）

日 前 ，国 家 工 商 总 局 印 发
《工商总局关于支持中国（陕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
出，国家工商总局支持在陕西自
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工作；支持陕西自贸试验区在
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实施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支持设
立商标注册受理窗口，方便企业
就近办理商标申请，减轻企业经
营成本；支持出台陕西自贸试验
区网络交易监管系统性意见，增
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
时，国家工商总局鼓励陕西企业
开展商标品牌海外布局，对陕西
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通过马德里体
系的商标国际注册给予指导扶持；
加强广告产业园区建设，支持陕西
自贸试验区广告产业发展；支持
搭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国际长期
合作平台，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支持建立陕西自贸试验区消费维
权教育引导机制，倡导科学、绿
色、和谐的消费观念。（轩辕杨子）

辽宁自贸试验区内
注册资本达2669亿元

四川自贸试验区
取得77项制度创新成果

医药出口待解五大难题
■ 徐宁儒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重在开放与共享
■ 本报记者 张凡

12月3日，出口阿根廷的10台机车在四川资阳吊装启运。该批机车主要用于阿根廷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
项目，将通过水路和海运送往阿根廷。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国家工商总局：
支持陕西自贸试验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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