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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主要经济体

经济恢复贸易增长 出口高景气将延续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1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 比2019年增长1.9%。

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

专家认为， 展望2021年， 在抗疫形势好

转、疫苗逐步普及的背景下，外需将对我国出

口形成支撑，出口高景气有望持续。

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货物贸

易出口17.93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4%；进口

14.23万亿元，下降0.7%；贸易顺差3.7万亿元，

增加27.4%。

李魁文表示，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和全

球贸易遭受严重冲击，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

复杂严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我国外贸进

出口实现了快速回稳、持续向好，展现了强大

的韧性和综合竞争力。 我国外贸进出口从

2020年6月起连续7个月实现正增长， 全年进

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

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

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地位进一步巩固。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2020年我国出口逆势增长，远超市场预期，成

为宏观数据最大亮点。2020年出口走势“前低

后高” 特征明显，体现国内外产能修复错位、

我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份额大幅提高带来

的影响。

两大引擎推动出口高增长

李魁文表示，2020年，防疫物资和“宅

经济” 产品推动出口较快增长。 我国出口

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医疗器械、药品合

计增长31%，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9个百分

点。 出口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家用电器

合计增长22.1%， 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3个

百分点。

从2020年12月的情况看，东吴证券首席

宏观分析师陶川认为，考虑基数原因，当月

出口 18.1%的增幅并不比 2020年 11月的

21.1%差。

“2020年12月出口增长之所以超出市场

预期， 主要可能是由于部分国家供应能力的

恢复不及预期， 以及部分国家经济复苏带动

的生产需求超预期增长造成的。” 中信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从主要商品看，与消

费需求相关的服装、节日用品、家具等出口增

速均有所下降， 但海外生产相关的需求表现

较好，（下转A02版）

练好内功

增强出口韧性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2020

年， 我国出口逆势增长， 交出靓丽成绩

单。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与我国经济率先恢复、防

疫物资供应全球等因素密不可分。 新冠肺炎疫情

阴霾终将散去，立足长远，唯有练好内功，提高我

国出口产品的不可替代性， 出口的靓丽表现方能

延续。

2020

年出口表现枪眼，防疫物资、“宅经济”类

产品成为推动

2020

年出口增长主要动力。 海关数

据显示，

2020

年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长

30.4%

，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长

41.5%

，笔记本

电脑、家用电器出口也实现高增长。

从短期看，全球疫情有所反复，对海外供给形

成冲击，但我国出口仍具韧性。不过，就中长期而言，

随着疫苗广泛应用，全球对防疫物资的需求终会逐

渐回落。 立足长远，应最大程度提高出口韧性。

一是努力提高产品的不可替代性。韩国、德国

等经济体在疫情较严重情况下出口份额反而有所

上升，或与出口产品可替代性较低相关，这给我国

企业提供了一定参考。

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RCEP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CAI

）达成，

对出口形成利好， 未来仍应进一步加强与贸易伙

伴的联系，巩固比较优势。 东盟、欧盟是

2020

年我

国前两大贸易伙伴，在相关协议签订后，更有利于

我国与贸易伙伴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比如，在欧盟

开放相应领域投资后，我国较具优势的光伏、风电

等企业可以更好地“走出去”，带来新的出口订单。

二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出口增

长与外部需求息息相关， 难免受到外部环境较大

影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出口主导转向

进出口平衡， 可让企业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

更加游刃有余。

三是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降低汇率

风险。

2020

年

5

月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

始走高，但对一揽子汇率仍保持稳定。 对于企业

而言，以人民币结算可降低汇率风险，有助于减

轻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 据央行统计，货物贸

易项下人民币结算占比平均不到

15%

， 仍有很

大提升潜力。

总之，疫情期间供需缺口加大，给我国出口企

业提供了增加国际市场份额的契机。 企业应把握

好这个契机，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巩固比较

优势，为出口长期高质量发展蓄势。

1

月

14

日，

在位于中国

（山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青岛

片区的山东

港口青岛港

全自动化码

头， 自动导引

车来回穿梭装

运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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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降消费贷增 信贷投放结构料优化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展望2021年银行信贷投向，多位业内人

士表示， 在政策引导下， 银行信贷结构料优

化，信贷资源将加速流向普惠金融、制造业等

实体经济领域，预计房地产贷款增速将回落。

放贷重点：小微+制造业

2021年以来，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

策持续加码。例如，央行等五部门近日明确，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均延期至2021

年3月31日。

这意味着，2021年对小微企业信贷融

资支持力度不会减弱，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浙江地区某农商行负

责人表示，2020年该行新增信贷投放近50

亿元。 涉农贷款占比90%， 个人贷款占比

78%、企业贷款占比22%。2021年，信贷投放

仍将立足“支农支小支实” ，主要投向涉农

类和民营小微企业。

基建和制造业也是2021年银行信贷支

持重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报告认为，2021

年，中长期贷款有望维持较快增长。 银行业

将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 为基建投

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

经济模式提供资金支持。 预计2021年商业

银行中长期贷款将维持较快增长速度，在贷

款中的占比预计将高于70%。

消费贷投放力度将加大

在个人贷款领域，业内人士预计，消费

类贷款投放力度将加大。

华泰证券分析师沈娟表示，消费对经济

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得到重视，与消费相关利

好政策有望出台。 银行有望加大消费贷款、

信用卡等投放力度。

前述报告提出，2021年，在“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将进一步在促进国内国

际“双循环” 中发挥关键作用。 2021年个人

短期消费信贷余额将同比增长约15%，个人

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 同比增长近

20%。

央行近日发布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

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通知称，自2021年1

月1日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持

卡人自主协商确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

限和下限管理（即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

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0.7倍）。

业内人士认为， 信用卡透支利率放开

将引导商业银行定价市场化， 推动信用卡

服务创新升级，对鼓励消费、扩大内需有积

极作用。 华中地区某城商行零售部负责人

表示， 取消透支利率硬性规定可促使信用

卡利率市场化，定价差异化能力得到提升。

预计部分银行会下调透支利率以争夺市场

份额。 银行信用卡透支利率大概率会出现

下行趋势。

压降房地产融资

业内人士预计，2021年信贷投放将呈

现“有保有压” 态势，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新规下，房地产融资料下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2020年下半年以来， 控制房地产融资相关

政策陆续出台。“预计2021年新增房地产贷

款额度将进一步压缩。 2021年末，房地产贷

款增速将从2020年9月末的12.8%降至9%

左右。 其中，占主体的居民房贷增速将回落

至12%附近，企业房产开发贷增速将出现较

低的个位数增长，企业地产开发贷将延续负

增长。 ”

财信证券分析师周策认为，不同银行距

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的差异，将造成银行之

间的信贷结构调整。 房地产贷款余额占

比超限的银行将选择在制造业等

其他领域发力， 适度调整

对公业务和零售业务占比。

华东某大行二级分行负责人介绍 ，

2020年总行按照增量限额方式对该行下达

房地产限额。截至2020年11月末，该行法人

房地产贷款余额在整体贷款中占比为

5.5%，较年初下降0.77个百分点。 预计2021

年房地产贷款增速会放缓， 净负债率较高、

现金短债比压力大的房地产企业，融资压力

将较大。

数据来源/央行、银保监会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央行资金投放有望祭出组合拳

“麻辣粉” 先上 节前资金面宽松几无悬念

●本报记者 张勤峰

1月15日，按照惯例，2021年第一碗“麻

辣粉”（MLF，中期借贷便利）将上桌。相比最

近高频低量逆回购操作释放的微妙信号，市场

更期待从这次MLF操作中进一步获取春节前

央行流动性调控策略的讯息。 分析人士指出，

降准呼声近期又起，但概率相对有限。

节前“送温暖”成惯例

岁末年初，资金面易紧难松。然而，在央行

保驾护航下，这一传统认识正悄然变化。 特别

是，在2020年年底轻松跨年后，市场已就跨春

节资金面形势达成共识———保持宽松成为主

流看法。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符合人们感受。 春

节是个大假，银行现金投放需求大，加之年初

缴税缴准等因素扰动， 使流动性供求变数多、

压力大， 需特别关注和呵护。 央行在春节前

“送温暖”渐成惯例。近几年，春节前后流动性

波动趋降，“不知不觉”“轻轻松松”完成跨节

的感受越来越明显。

近几月，央行流动性投放颇为积极。 市场

人士认为，对冲债券违约事件的影响是重要因

素之一。 2020年最后两个月，企业债券融资大

幅萎缩，表明违约事件影响没有完全消除。 机

构认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显必要。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指出，

2020年12月的金融数据， 对近期流动性宽松

和央行超预期投放提供注解。 “对非标、套利

等行为的监管，以及信用违约事件余波，给货

币信用环境施加显著影响，保持较宽松流动性

环境有‘胡萝卜加大棒’ 的意味。 ” 钟正生认

为，流动性偏松状态有较大可能得到延续。 中

金公司固收研究团队预计，宽松的资金面有望

延续到3月-4月。

降准呼声再起 看淡声音更多

据测算，春节前，流动性供求存在缺口。随

着流动性消耗增多， 央行适时出手几无悬念。

对央行可能选用的工具和手段，市场预期出现

分歧，降准率先引发争论。

信达证券固收分析师李一爽预计，2021

年春节前央行大概率会动用定向降准等手段，

补充流动性缺口。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宏观分析

师秦泰认为，2021年央行将至少实施两次“中

性降准” ，每次各50基点。

春节前后的确是降准“高发期” 。 据广发

证券研报统计，2015年以来历年一季度均有

降准动作，多发生在春节前。有观点认为，当前

MLF存量规模过大、 担保品不足等因素也使

降准置换MLF变得有必要。截至1月14日的数

据显示，MLF余额已超5万亿元，逼近2018年9

月历史高位。 降准置换MLF，既能满足投放流

动性需求，也可为后续MLF操作腾挪空间。

不过，看淡降准的声音似乎更多，关键就

在于降准的信号意义过强。国泰君安证券全球

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称，降准会释放强烈宽松

信号，为大宗商品等涨价火上浇油。 天风证券

首席固收分析师孙彬彬也认为，当前不具备降

准条件，降准置换MLF的必要性同样不高。 莫

尼塔报告强调，（下转A02版）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12月， 我国汽

车市场继续复苏回升， 消费需求稳步扩大。

2020年全年，汽车产销降幅收窄至2%以内，

新能源汽车产销创历史新高，报废机动车回

收数量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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