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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情

2020年，温州外贸曾存在机电
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放缓、传
统行业潜在危机尚存、境外投资不
确定因素增加等问题。今年 8月 7
日，由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发布的《温
州蓝皮书：2021年温州经济社会形
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
书》）认为，虽然上述问题会对温州
外贸形势造成影响，但预计 2021年
全年温州外贸形势较 2020 年会有
所好转。在对外贸易方面，因 2020
年下半年以来订单的持续恢复，企
业信心上升较快，对 2021年充满乐
观；在吸引外资与境外投资方面，国
际疫情防控和疫后投资环境的重
塑，使吸引外资和境外投资都会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走势有待
疫情结束的时间、疫后经济恢复的
速度来决定。

基于此，2021年温州外经贸发

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蓝皮书》建议，
温州应从以下多个角度着手努力，
促进外贸形势向好。

针对“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的需求现状，应帮助外贸企业出口
转内销，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
新型营销手段，协助外贸企业对接
国内市场，防范供应链中断和产品
滞销的风险；要继续扩大主要市场
的份额；充分利用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以激发中小微外贸企业活力。

调整商品结构，加大市场拓展
力度。适时做好商品结构调整，应
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拓展多元化
产品，针对目前市场需求，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防疫必备物资、
生活必需品与高端服务贸易的出
口；由于数字化服务的崛起突破了
外贸业务的有形性，服务贸易占出
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尤其是通信、信

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还要开拓新市
场，在欧美市场萎靡不振的背景下，
鼓励外贸企业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东
盟经济体等，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
展中国家市场份额。

发挥重大开放平台优势，提升
外贸能级。随着“五大开放平台”加
速落地，温州市对外开放迎来了新
的战略机遇期，也为外贸企业共克
时艰、化危为机提供了重要平台支
撑。因此，温州要着力推进华商华
侨综合发展先行区、自贸区联动创
新区建设，制定并出台相关政策，发
挥平台的引领作用；要建设好跨境
电商试验区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外
贸企业由传统贸易转向跨境电商；
发挥好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以
系统集成的理念加快各平台建设，
发挥整体优势，避免各自为战甚至
内卷性竞争。

加大投资平台建设，推进企业
“走出去”。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
设与提升。鼓励企业投资境外出口
加工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类境
外平台，形成跨国产业体系和价值
链体系；加大对园区的国内招商推
介力度，推动海外园区的创建升级
工作，引导园区积极与温州企业对
接，推动温州企业抱团“走出去”；扎
实推进本土跨国公司培育，编制跨
国经营发展报告和境外投资指引，
建立境外投资信息发布网站，开展
投促、培训和专家研讨活动，引导龙
头骨干企业率先“走出去”；还要构
建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据调研，
多数投资目标国的投资环境不同程
度地受到疫情影响，应及时动态分
析并发布投资国的经营环境，为企
业境外投资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及精
准的服务。

温州多角度引导促外贸发展信心回升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涨
势迅猛。经有关部门联手施策，
虽然目前涨势有所减缓，但依然处
于高位。

原材料市场“高烧”难退，中下
游制造企业境况如何？怎样破解成
本重压？记者前往制造名城广东东
莞一探究竟。

成本“压力山大”

记者采访食品、日用品、电子产
品等行业的制造企业发现，原材料
涨价给利润带来的侵蚀，各行业感
受强烈。

中秋月饼旺季已至，东莞市华
美食品有限公司的月饼生产线正满
负荷运行，日产能达 350 万个。“今
年月饼成本非常高。莲子、咸蛋、
糖、油等原料价格都在涨，莲子涨幅
超 30%。包装用的纸盒、铁罐也涨
了不少，铁罐约涨了 23%。综合来
说，企业生产一盒月饼成本可能上
涨15%。”华美集团副总经理周宏纯
告诉记者。

在以电动牙刷为主打产品的广
东罗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严佑春从今年二月以来就陆续
收到多份涨价通知函，涉及电动牙
刷生产所需的几乎所有材料。“以这
款我们卖得最好的‘小果刷’为例，
IC 电子元器件涨了 2 至 3 倍，塑胶

料、电池都涨了 30%至 40%，产品的
利润几乎没有了。”

对于为众多知名企业提供开关
电源适配器的东莞市迈思普电子有
限公司来说，最大的原材料涨价压
力来自半导体。“半导体涨了好几
次，平均涨幅在五成左右。接下来
预计还会涨。”该企业销售副总经理
张和胜说。

原材料成本“压力山大”，能否
靠提价化解？记者了解到，制造
企业对于提价普遍非常谨慎，首
先还是考虑勒紧裤腰带、精打细
算省成本。至于价格，即便要涨
也讲究策略。

“我们对长期热卖品类不会提
价。比如，拳头产品华夫软饼，成本
增加了8%，那就把之前的利润空间
都让出来，否则原材料一涨，价格就
涨，消费者心理上难以接受。但对
月饼这种短期品类来说，就得适当
调价对冲涨价影响。定价策略上，
传统包装月饼提价较小，没有对比
性的新品、潮品，提价会高一些。”周
宏纯说。

罗曼智能在电动牙刷的销售方
案上做了调整，通过设计礼盒提高
客单价。“比如我们设计的节庆礼
盒，用鲜亮的橙色包装，放上一个锦
鲤，很受市场欢迎。”罗曼智能新零
售总监李剑锋说。

迈思普为深挖成本潜力，对一
些进口电子材料做了国产替代。“以
前企业半导体材料进口比例在
70%，现在要降到 40%至 50%，换用
国产品牌。同时与客户友好协商，
请其帮忙分担 1/3的原材料上涨成
本。”张和胜说。

拒当“夹心饼干”

原材料端议价无力，产品端又
不敢同步涨价，如何避免当“夹心饼
干”？不少企业加快了创新步伐，通
过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创造新利润
空间。但创新又是另一笔成本，投
入高且结果难测。如何破解？不少
企业想到了互联网。

“罗曼智能为海外品牌做了 16
年代工，几年前才开始探索内销市
场，通过互联网洞察消费需求，逐步
摆脱了价格竞争的循环，为自有品
牌打开局面。”李剑锋告诉记者，
2019年公司推出了一款牛油果绿、
以美白为核心卖点、可改装成洗脸
仪的电动牙刷新品“小果刷”，精准
击中了 18岁至 25岁女性消费者的
心，销售额迅速增长。

面对今年原材料猛涨，罗曼智
能经大数据分析，对“小果刷”进行
升级。“升级版一年只用充一次电，
今年‘五一’期间推出后成了新爆
点。简单来说，原来 3 个月充一次

电，电池成本 3.5元；现在换成一年
充一次，成本变成5元，但价格可以
提高 10 元。只要满足消费者核心
需求，人们就愿意买单。”李剑锋说。

老牌食品企业华美，同样以互
联网思维打开了年轻人的钱包。“不
断研发创新太重要了！口味要创
新，包装要创新，让消费者觉得物有
所值，才能掌握定价权。”周宏纯告
诉记者，华美近年来与互联网电商
紧密合作，以大数据分析来迎合消
费者需求。不仅研发了年轻人追捧
的流心奶黄、冰皮月饼新口味，也针
对不同区域开发小众口味月饼，如
广东区的五仁月饼、湖南区的小龙
虾月饼等，包装上设计了时尚、国潮
等不同风格。“客户有信心接受调
价，加大了下单量。今年月饼销售
额可保持20%以上增长。”

无惧潮涨潮落

“涨价潮”何时迎来拐点，中下
游制造业企业们并不清楚。但他们
明白的是，想做常青企业，就要苦练
内功。对众多直面消费者的制造企
业来说，三条路径已成为共识。

一是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洞察
消费趋势做好产品创新，持续推出

“大单品”“爆品”。一方面，有助于
企业掌握定价权。“拼极致的性价比
没有出路。”李剑锋说，创新也不能

“自嗨”，要利用互联网强大的洞察
力锁定目标客群。中国市场这么
大，细分需求那么多，一个企业抓一
个，都可以过得很好。

另一方面，“爆品”也是降低成
本的法宝。“销量大了，生产线就不
用频繁转做不同产品，还能大批量
采购原材料降低议价成本。比如，
华夫软饼以前一天做 1 吨，材料涨
价了，就 24小时开机，一天做 4吨，
提升机器、人工效率，摊薄了成本。”
周宏纯说。

二是做响品牌，提升产品附加
值。在东莞，受原材料涨价冲击更大
的是缺乏品牌优势的中小企业。周
宏纯深有感触地说：“华美为什么照
样增长？那是因为小品牌让出了不
少市场份额。大品牌认知度越来越
高，小品牌越做越辛苦，所以要推动
企业打造百年品牌，正是这个道理。”

三是持续提升自动化程度，尽
可能降低人工成本。机器虽贵，人
工更贵，自动化已成为各行业的追
求。华美去年在月饼旺季的用工成
本是 18 元/小时，今年为 23 元/小
时，好在该公司去年从国外购置了
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如今流水线上
的工人已减少一半。罗曼智能每年
也不断更新自动化生产线，并通过
数据引导柔性生产来降低成本。

（郑杨）

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制造企业咋破局

“中欧班列上的货物种类
不断扩大，运量持续增长。为
配合不断增多的中欧班列开
行数量，欧亚地区的铁路物流
公司正进一步提高运力，发展
技术提供数字化服务，同时确
保运输价格具有竞争力。”欧
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总裁阿
列克谢·格罗姆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
由俄罗斯铁路公司、哈萨克斯
坦国家铁路公司和白俄罗斯
铁路公司三方等比持股，在俄
哈白境内为中欧班列提供过
境运输服务。

格罗姆说，公司经营数据
显示，今年 1月至 6月，该公司
共运输 33.65 万个标箱，比去
年同期增长约 50%。今年 5
月单月运输量达 6.15 万个标
箱，创公司成立以来单月最
高纪录。

“我们预计今年的年运输
量将接近 70 万标箱，可能创
造年度新纪录。与此同时，保
持运输的速度、竞争力、可靠
性和安全性也很重要。”格罗
姆说。

欧亚铁路物流股份公司
数据显示，中国三年前发往欧
洲的货物主要为电子产品、机
械制品和汽车零部件，占比达
80%。就今年上半年来看，这
三类商品约占货物总运输量
的 40%。塑料、橡胶和玻璃等
化工制品运输量占比迅速增
长，医疗卫生产品运输量也呈
现增长势头，商品更加多元。

格罗姆说，从欧洲发往中
国 的 货 运 量 同 样 在 不 断 提
高。“我们也向客户提供商业
方案，使用返程集装箱装载白
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农产品，过
境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

格罗姆说，电子商务的蓬
勃发展正成为中欧班列货运
量增长的积极促进因素。他
说：“电商运营模式倾向于以
更快的方式送达货物，未来将
是铁路跨境运输的新增长点
之一。”

他表示，为配合不断增长
的中欧班列运输量，该公司已
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提高运
力，保障服务与价格水平，如
加长货运列车长度以及在中
欧班列沿线开发新的集装箱
码头等。

格罗姆说，铁路运输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在新冠疫情中
已得到充分验证，即便在疫
情最困难时期，医疗设备与
防护用品等物资也能按时运
抵目的地。铁路成为连接各
地和传递善意的纽带。对许
多在欧洲和中国开展贸易的
公司来说，铁路运输已成为
海运和公路运输的可行替代
方案。

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
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
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框架
下，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积极发展铁路过境运输，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格
罗姆说：“这是对未来的投资，
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倍增效应，
能够带动建筑、工程、IT 技术
等一系列领域发展。”

中欧班列货物种类
不断扩大且运量持续增长

■ 吴刚 张继业

近年来，安徽省淮北市在推进经济转型发展进程中，注重加快锂电池产业布局，打造锂电池产业园，吸引20多家
锂电池产业相关企业入驻。目前，淮北市锂电池产业已形成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芯、隔膜、终端应用产品等产
业链条，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车、无人机、5G通信基站、电子数码产品等领域。图为在该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工人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的车间内作业。 新华社发 万善朝 摄

根据喀麦隆与欧盟签署的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APE），自 8 月 4
日起，喀对自欧盟进口的第三类产
品关税再降低 10%，涉及燃油、水
泥、旅游及人员运输车辆、谷物

等。此前该类产品关税已于今年
1 月 1 日减免 10%（原应于 2020 年
8月 4日减免，受新冠疫情影响推
迟），此次为第二次减免，每次降低
10%，预计于2029年8月降至零。

越南《年轻人报》近日报道，越
南纺织服装协会副主席阮氏雪梅
表示，世贸组织(WTO)日前公布，
2020年，越南以290亿美元超过孟
加拉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纺织服装
出口国(仅次于中国)。阮氏雪梅
表示，尽管孟加拉国占有人力成本
低廉、能够接受大批量低价订单等

优势，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全
球订货方不得不重新将订单分流
至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国家。越
南除 2020 年疫情基本稳定外，纺
织服装业还分享了参与多个自贸
协定带来的红利，故占全球市场份
额从 2010 年的 2.9%增至 2020 年
的6.4%。

据乌拉圭《国家报》报道，乌
拉圭投资和出口促进局资料显
示，2021年 1至 7月乌拉圭出口额
为 61.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
比 2019年同期增长 14%。牛肉是
第一大出口商品，达 12.24 亿美
元，刷新了近二十年来的记录，同
比增长 42%；其次是纸浆，前七个
月出口额达 7.8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0%；第三是大豆，出口额达
6.88亿美元，同比增长 41%。该资

料称，大豆出口均价上涨 49%，达
每吨 517 美元，弥补了出口量减
少的损失，使得出口总额不降反
增。7 月乌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
长，单月出口额达 10.6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9%。中国继续保持乌
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1至 7月乌
对华出口额增长 73%，达 13.48 亿
美元，其中牛肉占出口总额的
51%。第二大出口市场是巴西，达
7.86亿美元。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
农林水产省近日发布数据称，2021
年上半年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
额同比增长30.8%，达到5407亿日
元（约合 50 亿美元），创历史最高
纪录。报道称，由于新冠疫情蔓
延，国外家庭的需求上升，对牛肉、
日本酒的出口发挥了拉动作用。
因美国、中国经济逐渐复苏，日本
林产品和水产品出口旺盛。除去
小额品种，上半年出口额的具体金

额是，农产品达 3754亿日元；林产
品达281亿日元；水产品达1371亿
日元。从具体品种看，牛肉出口额
达到上年同期的 2.2 倍，为 223 亿
日元；日本酒出口额增长 91.7%，
为 174 亿日元。对中国出口较多
的扇贝则增长 74.5%，达到 230 亿
日元。由于美国住宅用木材等需
求旺盛，日本的加工木材和原木出
口也出现增长。

（本报综合整理）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是
乌拉圭第一大出口市场

越南纺织服装出口居全球第二位

日本农产品出口创新高

喀麦隆对自欧盟
进口部分产品再次降低关税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最
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 7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359
亿美元，较 6月末上升 219亿美元，
升幅为 0.68%。7月，我国外汇市场
供求基本平衡，市场预期保持平稳。

“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
及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非美
元货币小幅走强，全球金融资产价
格总体上涨。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
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
金额增加，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共同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

升。”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介绍。

7月外汇储备规模创下2016年
以来的新高。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
究员温彬表示，此前，6月外汇储备
规模环比下降78亿美元。7月外汇
储备规模回升，主要由于美元小幅
贬值，非美元货币整体升值，汇率折
算因素导致外汇储备估值增加。

同时，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
动预计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形成贡
献。温彬称，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整
体复苏，外需改善带动我国出口保
持较快增长。7 月，美国、日本、欧

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指
数保持了较高景气，预示着经济持
续复苏，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外贸
有望延续增长态势。人民币资产具
有较大吸引力，证券投资呈现净流
入态势，7 月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
108 亿元，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
长形成贡献。

今后外汇储备规模趋势如何？
温彬认为，下一阶段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仍然具备稳定基础。一方面，
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内需持续恢复，主要经济指标处于
合理区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对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
撑。另一方面，外需有望保持相对
旺盛，我国对外贸易将延续增长态
势，人民币资产仍然具有配置潜力，
外汇市场供求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渐增强，有助于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形势仍然
复杂多变。疫情持续演变为经济恢
复带来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全
球通胀预期升温，主要经济体复苏
加快，但美国就业数据再度波动。
与此同时，部分美联储官员发表鹰
派言论，预示着其货币政策可能提

前转向，市场预期分歧较大。下一
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加大力
度促进内需恢复，密切关注美联储
货币政策提前转向的风险，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
定。”温彬说。

王春英表示，当前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国际经济金
融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但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将为外汇
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姚进）

7月外储规模创2016年以来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