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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品的买家已遍布全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
货物贸易数据，2023 年，全球出口总额
23.8万亿美元，下降4.6%，继2021年 （增
长 26.4%）、2022 年 （增长 11.6%） 连续两
年增长后再次下降，较疫情前的2019年仍
增长25.9%。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2023年，中国进
出口总值 5.94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名的
美国多 0.7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国
际市场份额 14.2%，与 2022 年持平，连续
15 年保持全球第一；进口国际市场份额
10.6%，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二。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认为，在2023
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际市场需求大幅
放缓以及局地冲突爆发的背景下，中国出
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定，展现出
中国外贸强大的韧性和竞争力。

“2023 年，中国外贸呈现以下特点：一
是外贸运行总体平稳，四季度向好态势明
显；二是经营主体活力充足，民营企业主力
作用增强；三是贸易伙伴多元共进，‘一带
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提升；四是产品竞争
优势稳固，出口动能丰富活跃；五是国内需
求持续恢复，大宗、民生商品进口有序扩
大；六是高水平开放稳步推进，新平台新业
态发展势头良好。总结来说，可以用4个字
概括中国外贸的表现，即‘量稳质优’。”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
凌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2024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实现良
好开局。4 月 12 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
2024年外贸首季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0.17 万亿
元，同比增长5%。从规模看，历史同期首
次突破 10万亿元；从增速看，创 6个季度
以来新高。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日前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贸易正呈现出趋

稳改善的迹象。中国海关贸易景气调查结
果显示，3 月份反映出口、进口订单增加
的企业比重均较上月明显提升。预计二季
度中国进出口持续向好，上半年基本保持
在增长通道。

《纽约时报》刊文称，从钢铁、汽车、太
阳能电池到电子产品，中国商品的买家已
遍布全球，尤其是拉美、非洲等地对中国商
品非常感兴趣。美联社认为，在全球经济
整体走势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进出口出现
明显增长，反映了全球市场正在恢复的可
喜现象。

“新三样”释放外贸新动能

“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14.2%，连续7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商务部外
贸司负责人日前指出，稳定的进出口市场
份额充分表明，依托产供链配套集成优势
和持续创新能力，中国的各类优质产品深
受国际市场欢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中国进口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劲动力。

高凌云分析称，中国外贸稳定增长的
支撑因素来自多个方面：“从出口来看，
首先，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全世
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具备强大的生产能
力；其次，中国外贸经营主体活力持续增
强，不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民营
企业表现亮眼，外贸增速明显快于整体水
平；第三，稳外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
国各级政府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快内外贸一体化
发展等方面，拿出了一些硬招实招。从进
口来看，首先，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中等
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其
次，中国通过举办进博会、降低关税等行
动，进一步增强超大规模市场效应和消费
潜力。2023 年，中国进口了超过 5 万亿元
的大宗商品、近3万亿元的电子元件和近2
万亿元的消费品，为各国企业提供广阔市

场空间和合作机遇。”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得益于科技创

新、场景创新、数字化技术设施迭代升级，
中国外贸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不断提
质升级，新动能持续激发。据海关总署统
计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
13.92 万亿元，增长 2.9%，占出口总值的
58.6%。其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
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
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认为，电动载人汽
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
样”塑造了中国外贸新的增长点，提升了
中国外贸的竞争力，也符合当下全球追求
低碳绿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高凌云指出，中国外贸亮点频现，给
全球贸易高质量发展带来多方面积极影
响：“首先，中国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
部困难，货物贸易进出口实现促稳提质目
标，有助于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其次，中国外贸
不断提质升级，以高技术、高附加值、绿
色低碳等为特点的外贸新动能进一步推动
中国外贸稳定增长，有助于推动全球绿色
发展；第三，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不断扩
大开放，努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市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利益。”

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认为，2024年，
全球通胀压力预计将进一步减弱，实际收
入将再次增长，从而提振消费。此外，新出
口订单指数表明2024年货物贸易复苏趋势
已十分明显。报告预计，全球货物贸易量
在 2023 年下降 1.2%后，2024 年或将增长
2.6%，2025年可能延续2024年的复苏势头，
增长3.3%。不过，世界贸易组织谨慎表示，
地缘冲突、保护主义等带来的不确定性仍
在显著上升，全球贸易仍有下降可能。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 《世界经济黄
皮书：2024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认为，基于国际组织的预测，2024年全球
贸易虽然不会强劲反弹，但增速高于2023
年。黄皮书分析称，世界贸易组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2024年
世界经济增速为2.5%、3.0%和2.4%，低于
2000年至2019年的年均水平3.8%。从周期
性或需求因素来看，2024年世界经济对贸
易的拉动力依然较弱，这是2024年全球货
物贸易难以强劲反弹的主要原因。

“2024 年，全球贸易面临的挑战主要
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缘冲突的风险
增多；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增长放
缓；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某些国
家设置各类贸易壁垒，干扰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的稳定；四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次
生影响，如红海航运通道受阻，抬高全球
贸易成本；五是全球债务风险加剧，增加
经济脆弱性，进而影响全球贸易。”高凌
云说。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日前表示，为应
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商务部正会同各
地方、各部门研究储备一系列务实管用的
政策举措，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帮助外
贸企业开拓市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深化同各贸易伙伴密切合作，
努力为全球贸易复苏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尔夫·
奥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将成为全
球贸易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扩大欧洲

“免签朋友圈”以及中国出境游持续复苏，
都是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有利因素。

“中国始终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
者、维护者，主张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贸易争
端。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近
年来，中国不断降低关税，通过举办进博会
等形式扩大进口，让世界各国更好分享中
国市场机遇。”高凌云表示，在“脱钩断链”
风险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积极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全球贸易
复苏，并不断推进自贸协定签署与升级，将
对全球贸易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

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中国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本报记者 严 瑜

日前，世界贸易组织发布 2023年全球
货物贸易数据。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出
口总值5.94万亿美元，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
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和进口国
际市场份额分别为14.2%和10.6%，连续15
年保持全球第一和第二。在世界经济艰难
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发
展韧性，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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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
所私立学校，中文教师霍斯尼
亚·雷扎伊正在讲台上耐心地为
学 生 讲 解 汉 字 偏 旁 部 首 的 含
义。教室里，阿富汗学生们听得
入神，他们不仅被汉字文化所吸
引，更对学习中文带来的发展机
遇充满憧憬。

雷扎伊 2014 年进入喀布尔
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第二
年 前 往 太 原 理 工 大 学 攻 读 本
科。2019 年毕业后，他回到阿
富汗，任中文教师，闲暇时兼
做各类翻译工作。“帮助那些想
去中国留学或经商的人学习中
文，让我获得很大成就感。”雷
扎伊说。

喀 布 尔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自
2008年1月成立以来，培养了像
雷扎伊这样成百上千的优秀中文
人才。他们学成后投身于文化、
外贸等领域，为中阿两国友好交
流以及共建“一带一路”添砖加
瓦。太原理工大学作为中方合作
院校，为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输
送了大量优秀师资，也接收了不
少赴华留学的阿富汗学生。法尔
扎德·法尔哈德 （中文名天磊）
就是其中一个。

天磊 2020 年 6 月从太原理
工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中国创
业，从事进出口贸易。最近，他
往来于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忙
着把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到国
外。“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很好，
这背后有很大的商业潜力。”天
磊说。

为了让海外顾客更好地了
解中国产品，天磊搭建了自己
的电商平台，为每一款上架产
品推出测评视频，方便客户直
观、详细地了解产品功能和优
势。在创业的头几个月里，天
磊的平台就已经有 20 多家中国
企业入驻，吸引了超过100万海
外粉丝关注。

曾劝说天磊回家的父母如
今已不再担心他的生活。这名
即将年满 27 岁的小伙子已经适
应了在中国经商的节奏，而且
很享受在中国创业的体验。他
说：“这段创业经历将是我一生
最宝贵的财富。现在我已经有
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会继
续努力奋斗。”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卫国强对阿富汗学生取得
的成绩十分自豪。他表示，为
了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交
流，孔子学院未来将在阿富汗
西部、南部等更多地方增设中
文教学点，同时为阿富汗青年到中国学习提供帮助。

据卫国强介绍，截至目前，喀布尔大学孔子学
院共招生 739 人，培养本科毕业生 356 人，其中 238
人获得喀布尔大学学位证书，118人获得太原理工大
学南亚师资班证书。此外，孔院及下设教学点开设
的短期培训班累计培养学员约5600人次。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哈米德·古拉米表示，
目前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每年招收约 50名学生。中
国经济蓬勃发展是阿富汗学子积极学习中文的原因
之一，许多阿富汗学生希望在中资企业工作或利用
中文特长创业。

古拉米说：“我们很高兴见到阿富汗学生毕业后
在中资企业就业，或前往中国深造发展。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给许多国家带来发展机会，中文人才
优势明显。”

（据新华社电 记者解园、赵家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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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金砖国家电视台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叶夫
根尼娅·托尔斯托古佐娃离开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时，在
车上给当地的陪同人员发去信息：“这次能到含山是我的荣
幸，含山给我的感觉太美好了！希望会再来。”

日前，在第五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开幕之
际，来自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等国的外媒记
者受邀来到含山，参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学活动，叶夫
根尼娅·托尔斯托古佐娃便是受邀者之一。

在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外媒记者们聆听了专家学

者的报告，并探访了发掘现场，对凌家滩文
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含山博物馆，通过收
看中国电视剧学习中文的蒙古国媒体人恩
赫盖雷尔·乌尔兹-奥德说，凌家滩出土的
玉器精美绝伦，这些5000多年前的珍贵文
物凝聚着人类的智慧。

除了了解凌家滩文化，外媒记者们
还赴含山县经济开发区的企业、老年大
学、融媒体中心等进行参观。

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的零部件生
产车间，看到干净的厂房、一条条自动
化生产线和随处可见的工业机器人，外
媒记者们连连称赞。

乌拉圭媒体人鲁本·苏亚雷斯说：
“我这次来中国，一些朋友让我联系中国
的企业家，以便进口中国商品到拉丁美
洲。希望含山县的好商品、好技术，能
在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找到市场，我
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在含山县老年大学，洪都拉斯媒体人
金伯利·埃斯皮诺萨听到鼓点声，也跟着

跳起舞来，娴熟的动作、生动的表情感染了舞蹈班的学员
们。得知含山县老年大学年龄最大的学员已94岁，外媒朋友
说：“中国老人真幸福，让人羡慕。”

在含山博物馆文创展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妮萨·
阿桑别科娃一眼就看到了关于中国古代诗人李白的文创产
品。得知安徽省马鞍山市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阿妮萨·阿桑
别科娃说：“我正在做一个专题节目，名为‘找寻李白的踪
迹’，希望有机会再来到马鞍山，把李白在中国、在马鞍山
的故事讲精彩。”

“含山给我的感觉太美好了！”
田斌锋 李佑胜 赵晓霞

“含山给我的感觉太美好了！”
田斌锋 李佑胜 赵晓霞

图为外媒记者参观安徽海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 李佑胜摄

玛丽亚·拉赫是一名斯洛
文尼亚修伞师，也是目前欧洲
为数不多还在从事这个行业的
手艺人之一，因为人们已习惯
将破损的廉价伞直接丢弃。拉
赫依然坚持着她的工作，而现

在希望通过减少丢弃废品来保
护环境的顾客也在逐步增加。

图为玛丽亚·拉赫在斯洛
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工作室内
工作。

新华社/法新

环 球

掠 影

斯洛文尼亚的修伞师

图为繁忙的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