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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月 14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
李魁文介绍，202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实现
较快增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1.4%，规模再创新高、质量稳步提升，实现

“十四五”外贸良好开局。

进出口规模突破6万亿美元

2021年，中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

以美元计，2021 年中国进出口规模达
6.05 万亿美元，在 2013 年首次达到 4 万亿美
元的8年后，年内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
大台阶，达到历史新高。全年外贸增量达1.4
万亿美元。以人民币计，2021年中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达 3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21.4%。

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稳定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更快。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3.6%，比整体增速高2.2个百分点。

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
占比超过六成。2021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
口 24.08万亿元，增长 24.7%；加工贸易进出
口8.5万亿元，增长11.1%。

外贸经营主体活力有效激发，民营企业
进出口更加活跃。2021年，中国有进出口实
绩企业56.7万家，增加3.6万家。其中，民营
企 业 进 出 口 19 万 亿 元 ， 增 长 26.7% ， 占
48.6%，提升2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出口、进口均保持良好增势。

2021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2.83万亿元，增
长20.4%，占出口总值的59%，其中自动数据
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手机、汽车分别增长
12.9%、9.3%、104.6%。同期，进口机电产品
7.37 万 亿 元 ， 增 长 12.2%， 占 进 口 总 值 的
42.4%，其中集成电路进口增长15.4%。

三方面因素支撑外贸增长

外贸一年之内突破5万亿、6万亿美元两
个关口，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

李魁文分析，这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发
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2021 年，
中国中间产品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 24.9%和
28.6%，消费品进口增长 9.9%。“我国经济韧
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国内生

产和消费需求为外贸稳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李魁文说。

二是全球经济保持复苏态势。2021 年，
全球经济整体呈现复苏态势，中国对欧盟、
非洲出口增速均超过 20%，对拉丁美洲出口
增速超过40%。

三是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持续显现。去
年以来，中国出台一系列稳主体、稳市场、
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政策措
施。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延续并完善部
分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进一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推进
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
等。“一系列政策落实落细，效果持续释放，
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成为外贸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李魁文说。

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外贸

2022年，如何继续稳住外贸基本盘？
“展望今年，外贸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

均衡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球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
不确定，国际需求复苏势头放缓。叠加 2021
年外贸基数较高的因素，2022年外贸运行面
临一定的压力。”李魁文表示，在看到困难和
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韧性强、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稳住外贸基本盘
有保障。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跨
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从加强财税
金融政策支持、鼓励外贸新业态发展、缓解
国际物流等外贸供应链压力、支持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等 4个方面提出 15条具体政策措施
稳外贸。李魁文表示，海关将继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口
岸疫情防控和促进外贸稳增长，强化监管优
化服务，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更好服务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做好跨周期调节，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今年 1月 1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 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最
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在加快推广“经认
证的经营者”（AEO） 国际互认合作方面，
截至目前，中国共与欧盟、新加坡等21个经
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涵盖了 47 个国
家 （地区），互认国家 （地区） 总数居全球首
位。中国 AEO 企业出口到互认国家 （地区）
的货物，可直接享受当地海关实施的减少查
验、优先办理等便利措施，降低贸易成本，
增强企业活力。

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4%——

外 贸 规 模 再 创 新 高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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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孔德
晨） 13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
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这标志着我国将依法依规推进企业
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根据企业违法失信的
风险高低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以公正监
管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是基于企业
的信用风险信息开展信用风险状况研
判，根据信用风险状况不同将企业划分
为不同的类别，并对不同信用风险类别的
企业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实现监管资源
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提升监管效能。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有效激发了
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市场主体数量
迅速增长，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对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资源、监管能
力、监管智慧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创新
和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该《意见》。

《意见》对精准研判企业信用风险状
况并科学实施分类进行了明确规定。首
先是建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标准，其次

是归集企业信用风险信息。对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将实
现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有机融合、与专业领域风险防控
有效结合，探索完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监管。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结果将作为配置监管资源的内部参考依据，供监管部门内
部使用，不作为对企业的信用评价，不向社会公开。

《意见》还提出，对于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直接关系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以及潜在风险大、社会风险
高的重点领域，在按照现有规定实行重点监管的同时，要统筹
行业风险防控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强化业务协同。

为实现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监测预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
进一步探索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的综合运用，在办理相关业
务时，注重参考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同时，加强与企业沟
通，适时进行风险提醒，引导企业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依法诚信经营。

据了解，《意见》还明确，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到2022年底
建立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工作机制，到2023年底，实
现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与专业领域监管的有效结合，力争用3
年左右的时间，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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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4日电（记者汪文正） 记
者日前从财政部获悉，全国农业保险数据信
息系统初步统计显示，2021 年，中国农业保
险保费规模为 965.18 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 1.88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共计 4.78 万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拨付保费补贴 333.45
亿元，同比增长16.8%。

据了解，2021 年，财政部切实履行发展
农业保险牵头主责，会同有关方面通过政策
提标扩面、行业降本增效、夯实数据基础、
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中国农业保险持续快速
发展，引导金融保险资源服务“三农”，服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进一步凸显。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记者邱超奕） 在
日前举行的民航局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发
展计划司副司长张清表示，为应对疫情冲
击，有关部门已积极出台多轮助企纾困政
策，为企业纾困解难，两年来为行业降成本
近200亿元。

“力争 2022 年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040 亿
吨公里，旅客运输量5.7亿人次，货邮运输量
780万吨。”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孙文生说。

全国农业保险
保费规模超965亿元

全国农业保险
保费规模超965亿元

民航业两年来
降成本近200亿元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记者王俊岭） 记者14日获悉，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2021年全年承保金额 8301.7亿美元，同比增
长17.9%；向企业支付赔款18.7亿美元，同比增长3.5%；服务企
业 16.2 万家，同比增长 10.2%，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政策性作用进一步彰显。

据介绍，2021 年，中国信保持续深化“单一窗口”合作，
全年支持小微企业出口1224.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服务小
微客户13.4万家，同比增长15.3%；支持小微企业获得保单融资
21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

此外，2021年，中国信保发挥政策和金融双重特性，将更
多信用资源投入共建“一带一路”中，全年支持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1699.6亿美元，同比增长11.3%。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宋曙光说，2021年，中国信保
围绕重点行业产业链发布承保政策措施，推动“内贸外贸一体化
审批”“保单限额一体化审批”等，持续扩大产业链供应链承保
覆盖面，助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出口
信用保险作用，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进一步加大支持保障力
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日，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海域的深水网箱养
殖金鲳鱼迎来好收成，渔民们正加紧进行冬季捕捞
作业。深水网箱养殖是北海市的特色海洋产业。当地
出台许多优惠政策，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及个人参与投

资建设深水网箱养殖。2021年以来，北海市 14家企业
投资建设深水网箱养殖，深水网箱达548口，金鲳鱼年
产量预计达2万多吨。图为深水网箱养殖箱。

祝佳祺 冯国庆摄 （人民视觉）

中国信保去年承保金额超8000亿美元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 （记
者蒋建科） 中国农业科学院种
业翻身仗首战告捷！该院油料所
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19”，
成为我国首个含油量达到50%的国审
冬油菜品种，突破了油菜高油高产多
抗协同改良的难题，推动油菜高油育
种跃居世界领先水平。牧医所联合培
育的白羽肉鸡“广明 2 号”通过审定，

标志着我国白羽肉鸡自主育种实现从
0到1的突破，打破了国外垄断。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
科学院院长吴孔明院士在近日举行的
中 国 农 科 院 2022 年 工 作 会 议 上 介

绍，中国农业科学院从国家安全的战
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种源安全，集中
力量开展种业“卡脖子”技术攻关，
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11 个粮、棉、
油新品种推广面积排名全国前十，

“ 中 麦 895” 累 计 推 广 5100 万
亩、灌浆速率和耐热性居黄淮麦
区主栽品种首位，“中豆 63”创
南方大豆高产新纪录，“中甘

21”成为“高原夏菜”品牌。同时在
黑土地根系改良、有机肥阻控红壤酸
化机理、水稻土壤氮肥施用、滨海滩
涂盐渍土保护利用等技术攻关方面也
取得重要进展。

▶新春佳节
临近，河北省邯
郸市广平县年货
市场一派生机盎
然，花店里琳琅
满目的花卉吸引
不少居民前来购
买，喜庆的“年
味”扑面而来。
图为 1 月 14 日，
在广平县一家花
店内，店员在包
装顾客预订的年
宵花。

程学虎摄
（人民视觉）

油菜高油育种跃居世界领先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谢希
瑶） 中国贸促会近日发布《中国展览经济发
展报告 2021》。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展览
业继续恢复发展，展览数量和面积与上年相
比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中国境内共举办
经贸类展览2949个，比上年增长48.6%。

报告总结了 2021 年中国展览业发展特
征：境内展览发展韧性和活力增强，区域
和行业发展差异化显著；境外展览业遭受
疫情冲击巨大，数字展览新模式日益成
熟；展览馆市场规模持续保持微弱增势，
大型展览场馆建设步伐逆势加速；国家级
展会第一梯队发挥引领作用，政府主导型
展览活动相继举办。

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境内展览总
面积9299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7.2%。其
中 ， 1 万 至 3 万 平 方 米 展 览 数 量 占 比 达
42.2%，1 万平方米以下展览数量比上一年
增长86.3%，中小规模展览成各主办方在疫
情背景下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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