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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境外疫情呈扩
散蔓延态势，国际经济形
势 正 在 发 生 新 的 重 大 变
化。各国贸易活动明显减
少，国际间人流、物流、
资金流明显受阻，全球产
业链和供应链动荡日益加
剧，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
到严重冲击，中国国内经
济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中国颁布和
实施了一系列扩大进口的
政策举措，中方在不同重
要场合反复强调积极主动
扩大进口。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世界。在疫情全
球蔓延时期，中国切实做
好进口工作，稳住进口，
扩大进口，具有特殊的战
略意义。

疫情更加凸显“中国
进口”对国内经济发展的
促进和保障作用——

2018 年中国有进口记
录 的 企 业 数 量 为 21.1 万
家。从生产的角度看，企
业需要进口的中间品和原
材料，进口是保障正常生
产 、 复 工 复 产 的 必 要 条
件。而这些企业的正常生
产，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企业的运转，进而影
响国内就业。从国内消费
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
大量进口各类消费品，既
有 保 障 民 生 的 生 活 必 需
品，也有满足消费升级需
求的高质量产品。稳定农
产品、食品、科技生活类产
品、品质生活类等产品的进
口，同样十分重要。此外，
疫情之后，国外需求可能
会出现一波反弹，需求反
弹就是商机，外贸企业要
想抓住机遇，就要提前做
好准备，做好进口中间品
和原材料的战略性储备。

疫情更加凸显“中国
进口”对世界经济稳定发
展的支撑作用——

不同国家受疫情影响
的程度不同，一些疫情严
重 国 家 停 工 停 产 范 围 扩
大 ， 供 应 能 力 也 大 大 减
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
方面，中国企业从疫情严
重国家的产品进口就会受
限，可能需要到其他国家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对疫
情较重国家的出口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从而需
要寻求新的市场特别是开拓中国市场，这两方
面相叠加，将大大提升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多样
化。在各国贸易活动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中国
积极扩大进口有利于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
有利于支撑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是中国负
责任大国担当的体现。毫无疑问，在疫情时
期，中国进口将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力
支撑。

中国致力于构建进口平台，降低进口成
本，也将进一步激发进口潜力——

中国构建了两大进口平台：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二者都在
积极扩大进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还将
继续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无疑将
为外商带来更多机遇。为降低进口成本，自今
年 1月 1日起，中国对 850余项商品实施了低于
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还有更多政策即
将实施。同时，中国不断提高进口便利化水
平，进一步简化进口审批流程，缩短通关时
间，降低进口环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缓解
跨境物流不畅对进口的影响，一系列支持中欧
班列发展的措施出台，这将大大提升中欧班列
跨境运输的便利化水平，释放中欧班列的运输
能力，助力扩大从沿线国家的进口。

当然，眼下进口企业也遇到流动资金短
缺、跨境物流受阻、运输成本攀升、进口价格
波动过大等问题，需要精准施策，解决外贸企
业 在 进 口 中 遇 到 的 难 点 、 堵 点 和 痛 点 。 例
如，为了切实缓解生产性进口企业的资金短
缺问题，除已经实施的增加信贷、加快出口退
税、降低税收等一系列政策之外，还可设立专
项资金，为企业提供大额无息贷款或者资金支
持。同时，还可由政府出面，与不可替代型进
口产品的来源国进行协调和磋商，解决物流运
输问题。

总的来看，进口是连接国内外经济、全球
产业链、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进口关系到
企业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供应，关系到企业的复
工复产和生存发展，做好进口工作也是为促进
生产、就业、消费，稳定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
提供支撑。中国外贸企业韧性大、创新意识
强、开拓国内外市场能力强，在国家各项政策
的支持下，一定可以渡过难关，为中国经济的
稳定做出贡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国家进口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全球比重约为11%——

扩大进口，中国热情依旧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全球比重约为11%——

扩大进口，中国热情依旧
本报记者 李 婕

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国内短缺
能源资源品进口；扩大农产品食品进口……疫情对全球经济
造成扰动，但是作为“世界市场”，中国积极扩大进口的态
度和行动没有改变。在稳外资、稳外贸、促消费的系列措施
中，打通进口难点、堵点、痛点同样是重要的发力方向。

“云”招商、线上洽谈、拓资源、稳订单……当前许多
企业也正采取诸多举措，克服国际货流不畅等进口端面临的
困难，保障货品稳定供应。不少企业表示，将抓住机遇、化
危为机，提高进口供应链运作效能，长期看，仍对中国进口
市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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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关最新统
计显示，3月 1日至 20
日，上海口岸进口水
果达1843批次，共计
6.95 万吨，已恢复至
去年同期的八成多。

图为上海外高桥
港区海关关员对进口
香蕉进行查验。

王 翔摄
（新华社发）

当前正值春耕农
忙季节，江苏连云港
设立农用物资绿色专
用通道,保证进口化肥
尽快到达春耕一线。

图为码头工人将
远洋运输轮上卸运的
加拿大进口钾肥打包
装车外运。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近期，江苏南通进口高粱助力
国内饲料企业复工生产。

图为南通一粮食接运码头卸运
进口高粱的场景。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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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买进口”劲头足

——前两月中国进口肉类达 125
万吨，同比增长 69.6%；不少保税区
跨境电商进口业务逆势增长

3天时间，200万颗进口的新西兰奇异果已被预约。这
一数量，相当于8万平方米奇异果园全年的产量！

3月 23日，新果季的佳沛奇异果在京东旗下平台全渠
道首发预约。随着产品热度上升，预约数量还在不断增
长。“虽然预约数码产品在业内已不稀奇，但在电商平台上
预约水果还是头一次，这次预约的人数超出我们预期。”京
东生鲜果蔬采销部总经理周晓舟说。据介绍，新产季的佳
沛阳光金奇异果均价约10元一颗，价格不便宜，但受到不
少消费者欢迎。

对于买进口，消费者热情不减。京东零售集团京东国
际业务营销运营负责人余荣华向本报记者介绍，截至目
前，京东国际进口商品的整体销售呈现稳定增长的态
势，第一季度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100%，其中50多个
二级商品类目的增长都超过100%。虽然疫情对物流运输等
环节有一定影响，但线上消费的回暖带动了进口商品的销
售增长。

在不少保税区，跨境电商进口业务呈逆势增长态势。
如浙江宁波保税区今年前两月累计验放跨境电商进口申报
单破1180万票，同比增长27.8%；跨境进口额24亿元，同
比增长 42.5%。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应对疫情中，跨境电
商释放了巨大潜力，1—2 月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 174
亿元，同比增长36.7%。

在线下，进口需求也有所体现。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集团旗下有80多家进口超市，商品销售情况能够在第一时
间得到反馈。“目前看国内进口消费市场回暖在即，老百姓
对于进口生鲜、水果的消费依然属于‘刚需’。”集团总经
理薛迎杰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集团国际贸易进
口业务环比增长近3倍。

薛迎杰还介绍，在疫情爆发初期，就立即调整了商品
进口计划。除扩大肉类产品进口外，还加大了米面粮油蛋
奶等民生商品的进口力度，新增粮油、水产等新品类，同
时加强新市场开拓，确保进口供应。比如当英国、德国猪
肉相关产品出口受影响后，快速通过贸易港平台的阿根
廷、巴西客商锁定替代货源；一季度还新开拓了近 700吨
俄罗斯鸡肉进口。

以肉类为例来看全国市场，中国海关总署3月31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肉类达 125 万吨，
同比增长 69.6%。其中进口猪肉及猪杂碎共 72万吨，增幅
达98.2%，几乎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根据我们的接触了解，海外客商对于中国消费市场恢
复充满信心。”薛迎杰说，这一方面源自国外疫情蔓延后当
地消费的缩减，另一方面还是基于中国消费市场复苏后的
巨大潜能。

多种举措确保供应

——机电、交通运输设备、能源
化工等行业进口受疫情影响较大，企
业正发挥各自优势，灵活应对挑战

不过，近期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纷纷采取更加严厉
的防疫措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逐渐显现，进口也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商务部外贸司二级巡视员刘长于3月26日表示，确诊
人数超过千人的国家占我进口的一半，我前十大进口来源
国中有七国确诊人数超千。海外停工停产范围扩大，供应
能力减弱。从目前情况看，机电、交通运输设备、能源化
工等行业进口受影响较大。

在日用消费品领域，进口的变化也被一些贸易商所感
知。“一些海外工厂停工，加上货运受阻，的确有一些货物
发不出来了。”浙江义乌市进口商会秘书叶丽芳对本报记者
说，最近陆续有一些国内商家已经下单甚至汇完款项，但
国外商品发不出来的情况。由于国际运输通常时效较长，
进口一般都是提前进货，现在售卖的不少都是之前库存的
商品，或者不同商家之间相互调货，尽量满足需求，但不
排除接下来一些商品缺货的情况。

余荣华也表示，近期海外疫情的扩散，对一些商品的
引入造成了一定影响。如疫情较严重国家和地区工厂停工
停产、船运及航司资源紧张，让海外商家的经营面临不少
挑战。针对这些情况，京东国际积极与海外品牌、国际供
应链、贸易商联动，紧急备货并协调物流资源，以确保供
给侧稳定供应。

针对疫情期间海外商家面临的经营问题，京东国际多
次发布对平台合作商家的扶持政策，比如对京东跨境物流
仓配一体服务的商家 （SOP入仓商家） 提供物流补贴及支
持等。线上商贸活动也没有暂停。京东国际“云招商”正
在推开，今年将打造超过1000个以上全球爆款新品；同时
还正在联合韩国贸易协会举行定期的线上洽谈会，第一场
已在3月底举办。

许多企业正发挥优势，灵活应对进口业务面临的挑
战。薛迎杰介绍，贸易港作为海外资源的流量门户，同时

拥有上下游近千家合作客商，这提高了绿地全球商品贸易
港集团寻找替代货源的效率。发挥国际贸易团队丰富经验
和线下进口超市布局的优势，可以将终端消费、物流运输、上
游采购的整条进口供应链串起来，并及时调整进口策略。

中国市场被长期看好

——2 月以来，中国新增审批 7
个国家 14 种进口动植物产品，新批
准多国超600家企业在华注册登记

3 月 28 日，中远海运“新洛杉矶”轮搭载着 6 个冷藏
集装箱、总重约 100吨冰鲜猪肉，由加拿大温哥华港抵达
上海洋山深水港。

为了缩短从工厂到餐桌之间的时间，中远海运提供从
温哥华到上海洋山港的直达服务，全程仅为 14天。海运、
港口、海关、边检等部门接力配合，也加速着冰鲜猪肉通
关速度。货物从抵港到放行，总共不到24小时，次日便已
起运内地城市。

近期，为畅通外贸运转，系列措施密集出台，其中不
少着力扩大进口。海关总署近日出台“50 条”措施清单，
其中明确，各地海关要对防疫物资或企业复工复产急需物
资进口，取消转关限制。同时支持农产品食品扩大进口，
加快准入进程，并在重点口岸开辟农产品、食品进口绿色
通道，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优先检查、优先检测等。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金海 3 月 30 日介绍，经统
计，自2月1日以来，海关总署新增审批7个国家包括鱼油

鱼粉、饲料添加剂等共 14 种进口动植物产品；新批准美
国、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等国家包括肉类、水产品、乳
品等 13 种食品、600 多家企业在华注册登记。进口乳品
36.7万吨，同比增长 38.3%；进口猪牛羊等肉类 70.7万吨，
同比增长115.5%。

在物流运输方面，各地海关进一步细化支持中欧班列
发展的系列举措。疫情期间，针对停靠中国的货运航班、
班轮被大幅缩减或取消的情况，深圳海关隶属蛇口海关将
中欧班列“起点”延伸至前海湾保税港区，进一步打通国
际物流通道。前两个月，前海湾保税港区进出口贸易额依
然保持快速增长。

商务部方面也表示，下一步将密切跟踪外贸企业在进
口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积极主动扩大进口，继续
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高进口便利化水平，
加快推进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培育等工作。

商务部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是 1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全球比重约为 11%。对广
阔的中国国内市场，海内外企业长期看好。

“短期来看，消费品进口确实会受到海外供给端的影
响，需要企业想方设法拓资源、稳订单。但随着疫情防
控取得积极成效，在国家推进扩内需的背景下，国内消费
市场将快速回温，进口商品市场也将有显著反弹。”薛迎杰
说，我们将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提高进口供应链运作效
能，带动一大批上下游企业，为国内消费市场服务。

余荣华也认为，看全年，国内市场对进口消费品的需
求会稳中有增，整个进口行业的增长潜力依然不容小
觑。“疫情冲击下，人们对商品的品质关注度更高，这给
具有‘品质’优势的进口商品带来‘商机’。由于境外疫
情的发展，也导致进口商品消费需求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余荣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