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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创新高，中国经济恢复势头
强劲

　　今年前 11 个月，我国
外贸进出口总值 29.0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8%。11 月
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这是继 1至 9月外贸进出口
累计增速年内首次转正以
来，连续第三个月保持正增
长。外贸表现超乎预期亮
眼，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再添正能量，给处在寒冬之
下的世界经济带来阵阵暖
意。
　　外贸呈现持续向好、加
速增长态势，为中国经济持
续稳定复苏注入新动能。前
11 个月，我国出口 16.13
万亿元，进口12.91万亿元，
贸易顺差 3.22 万亿元，增
加 24.6%；11 月当月，我国
出口1.8万亿元，进口1.29
万亿元，贸易顺差 5071 亿
元，增加 92.6%。从需求侧
看，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是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出口保持连续正增长，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无疑
给以内需为主动力的中国
经济增长起到“如虎添翼”
的作用。这既有助于巩固中
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的基
本态势，也有助于强化中国
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
　　外贸进出口成绩大幅
好于预期，是由于我国统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并先于其他
国家实现了复工复产。今年
以来，我们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精准
施策，靶向发力，沉着有力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在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同时，
经济继续稳定恢复，生产
稳中有升，需求企稳回暖，
市场预期向好，尤其是减税
降费、加大对中小外贸企业
金融支持等一系列稳外贸
综合政策措施有力有效，为
我国外贸克难而进、逆势上
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外贸进出口成绩亮眼，
经济恢复势头良好，从根本
上看，是中国经济基础雄
厚、韧性十足、潜力巨大使
然。中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
的制造业体系，无论是生产
能力、供应能力还是应变
能力，都具有十分显著的
优势。虽然疫情冲击导致
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
显增加，但中国经济是一片

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这些显著优势，极大增强
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有力巩固了中国制造在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
位和作用。因此，外贸呈现
持续向好、加速增长态势，
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份额
进一步提升，既是中国经济
恢复势头良好的具体表现，
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大势的生动写照。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
要中国。中国同世界经济深
度融合，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重要贡献者。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世
界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之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久
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
萎缩 4.2%，欧元区、美国
经济预计分别萎缩 7.5% 和
3.7%，而中国是唯一实现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尽管疫情冲击仍在发
酵，全球经贸活动尚未恢复
正常，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
稳定恢复，中国与世界各国
的经贸往来呈现更加密切
态势。比如，前 11 个月，
我国来自东盟、欧盟、美国、
日本和韩国等前 5大贸易

伙伴的进口规模均有不同
程度增长，互利共赢关系
进一步扎牢。中国经济“一
枝独秀”，一方面支撑了进
口规模大幅增长，另一方面
也给贸易伙伴对冲疫情影
响提供了有益助力，进一步
凸显了中国经济是世界经
济稳定与增长的强劲引擎。
　　中国经济恢复势头良
好所带动的外贸佳绩，也充
分说明了新发展格局是开
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
双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走向
更加开放。在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和新冠疫情给
全球经济带来连续冲击背
景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国市场潜力将充分激
发，强大国内市场能够为世
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同
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高质
量发展，把世界市场与中国
制造紧密融合，更加积极地
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
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从而，世界经济将会更多地
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

　　“实现新能源革命，就必须实
现储能的革命，要靠新能源汽车带
动。”2020 中国 (四川 )氢燃料电池
汽车发展高峰论坛 4日至 5日在成都
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欧阳明高在致辞中表示，在车用氢
燃料电池产业，燃料电池技术已取得
重要突破，燃料电池产业链基本建立。
　　清洁高效、来源广泛的氢能是中
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方向。发展氢燃料
电池汽车，则是推广氢能源使用的突
破口。
　　为推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加速发
展，近来中国连续出台政策指导。今
年9月，中国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关
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
知》，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市群开
展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
攻关和示范应用给予奖励”；11 月，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
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燃料电
池汽车的商业化示范运行”。
　　中国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主任马林聪称，当前中国已有 24 个
省份、46 个城市开始铺垫关于氢产业
的战略规划，超 100 项地方政策相继
出台。
　　同时，中国部分地区明确提出氢
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目标，例如《北
京市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 年 )》提出，2025 年前，
北京力争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
广量突破一万辆。
　　可再生能源大省四川也在积极布
局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要打造成
渝‘氢走廊’，布局建设加氢站，推
动两地包括燃料电池、电堆、加氢、
储氢、制氢、运氢等资源的整合。”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汽车产业处负
责人刘珂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
中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产量达 7492
辆。今年以来，广东、山东、四川等
地积极推广燃料电池汽车；从企业角
度看，在商用车企业加速推广的同时，
部分乘用车企业也着手研发布局。
　　不过，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仍需持续技术攻关。同济大学燃料电
池汽车技术研究所所长章桐认为，目
前中国已基本掌握燃料电池整车设计
和动力技术，基本建立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相对完整的燃料电池产业链，
但在成本、电池寿命、基础设施等领
域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首席专家方海峰分析，中国建立了涵
盖制氢、储氢、加氢、燃料电池、关
键部件、整车的产业链体系雏形，但
仍有部分薄弱环节，部分关键材料及
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赖进口；氢能供
给体系建设较为缓慢，低成本可再生
能源制氢技术、储运和用氢相关技术
仍需加强攻关。

中国氢燃料电池汽
车将迎“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