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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疫情将大幅增加外贸需求端的压力。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一揽子稳外贸的政策举措，帮助外贸企

业纾困解难

疫情全球大流行显著增加外贸下行压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超过 160 个国家和地区扩散蔓延，欧美多个国家仍然没有完全控制住

疫情的蔓延势头，全球至少 41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严峻考验，叠

加中美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杭州市外贸

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浙江是外贸大省，外贸规模长期位居全国第四位。杭州是外贸大市，外贸规模长期居全省前三。2019

年，杭州市出口总额达 3612.7 亿元，仅次于宁波和金华，居省内第三位。受国内疫情影响，2020 年 1-2

月，杭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732.8亿元，同比下降 9.5%，出口总额 431.3亿元，下降 16.4%，其中加工贸

易受影响较大，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77.7亿元，下降 27.3%。分月份来看，杭州市出口总额在 2月份下降

最为明显，降幅达 60.6%。

未来随着国内疫情大幅缓解，杭州市外贸供给端的压力明显减少，但国外疫情日益严峻，将大幅增加

外贸需求端的压力。考虑到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能力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以及疫情结束后世界经济恢复

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未来一年内杭州市外贸企业都将持续面临较大压力。稳外贸是稳就业的关键举措。

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一揽子稳外贸的政策举措，帮助外贸企业纾困解难。

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外贸带来的挑战

（一）国际买家订单减少

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外贸企业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国际买家订单减少。疫情严重国家的消费需求急剧下降，

势必导致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大幅减少，这将导致杭州市外贸企业的国际买家订单明显减少。

（二）国际原材料供应不足

虽然近年来杭州市加工贸易占比持续下降，但杭州市外贸出口中的国外中间品进口比例仍然较高。疫

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国外原材料供应短缺，不仅会阻碍出口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给

国内企业，进而可能对出口贸易企业产生“二次伤害”。

（三）出口贸易回款面临困难

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恐慌性心理蔓延，全球消费需求停滞，国外下游贸易伙伴销

售收入无法实现，进而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反向传导给国内出口企业，大幅增加出口贸易回款难度。



（四）外贸复工复产面临挑战

全国 66.7%的重点外贸企业复工率明显低于制造业复工复产率，杭州市外贸企业员工不仅包括省内员

工，而且包含大量跨省员工以及国际员工。虽然国内疫情全面得到控制，但国外疫情面临严峻挑战，为国

际员工的复工复产带来阻碍。

（五）国际物流运行不畅

一方面，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措施升级，加大检验检疫程度，严格的措施将影响国际货物的运输与配送，

并可能产生封关风险；另一方面，疫情全球大流行还导致国际物流企业劳动力短缺，可能带来运力不足、

停运风险。

稳外贸的对策建议

（一）多措并举促进外贸企业稳市场稳订单

稳市场稳订单是稳外贸的核心，只有市场和订单稳定外贸才会稳定。第一，加强保持与现有贸易伙伴

的经常联系。通过向贸易伙伴邮寄口罩、防护用品、防护物资、生活必需品以及分享国内防疫经验，加强

与贸易伙伴的情感联系与人文关怀。第二，鼓励龙头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疫情全球大流行对杭州市外贸企

业不仅有挑战，也蕴含机遇。鼓励龙头企业瞄准全球主要市场需求变换和供给短缺，开拓受疫情影响需求

无法满足的新兴市场，比如扩大对东盟、非洲、拉美等疫情不严重国家的出口，承接这些国家的供给缺口，

拉动配套企业出口。第三，鼓励有条件的外贸企业开拓新业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转向生产口罩、医疗产

品等防疫物资，出口至疫情严重的国家，不仅能够协助贸易伙伴共同抗击疫情，拓展贸易关系，而且有助

于提高外贸企业生存能力。第四，推动外贸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发挥跨境电商平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的作用，鼓励外贸企业利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深入开展数字贸易。

（二）全面推动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当前本土疫情的最大挑战来自输入性病例。因此，应该在加大防范输入性病例的基础上，推动外贸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第一，严控输入性风险。对于市内入境国际航班，设置集中隔离点，全部强制隔离 14天。

第二，推动全产业链全面复工复产。全面消除对外贸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的限制，提高复工复产

的区域协同与产业链协同，推动外贸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第三，借助数字化手段稳定生产。对于拥有跨省

无法返城返岗人员的企业，以及拥有国际雇员的外贸企业，积极运用远程办公灵活恢复生产。第四，打通

国外原材料和零部件供给渠道。加强与国外上游贸易伙伴的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经验，促进国际产业链的

稳定运转。



（三）加大外贸企业金融扶持力度

第一，推出外贸企业厂房和租金减免优惠政策，全力保障外贸企业物资生产的资金需求，稳定外贸企

业现金流。第二，开辟绿色通道，为有需求的外贸企业开通信用证服务，保障外贸订单履约能力。第三，

设立外贸企业专项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扩大防控物资和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与贸易。第四，提

前足量落实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优惠政策。

（四）灵活安排国际班列稳定国际物流

疫情挑战背景下，对企业而言，也是打造全球物流体系的契机。第一，适当抽调国际班列，全力保障

防疫物资的运输与配送。第二，寻找和开发稳健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为外贸企业正常物流运输保驾护航。

第三，搭建海外仓和国外物流服务体系，缓解国际物流压力。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日益上升。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成

为核心枢纽环节，很难独善其身。这对杭州市外贸企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杭州市应尽快出台稳

外贸的一揽子政策举措；另一方面，应着眼于积极扩大国内市内消费，做好出口转内销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