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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巨

大冲击。尽管国内防疫抗疫趋于平稳，但疫情在国外持续蔓延导

致全球经济衰退，国际贸易下行。作为经济开放大省，江苏对外

贸易在疫情影响下承受着巨大压力，对此，如何实现江苏对外贸

易促稳提质，是江苏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东南大

学冯伟主持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疫情后世界贸易格

局变化与江苏对外贸易应对策略研究”，廓清疫情影响下江苏

对外贸易的基本表征，分析疫情带来的主要挑战，提出应对举措。

一、疫情影响江苏对外贸易的基本表征

1.贸易总量阶段性变迁。疫情对江苏对外贸易的影响大致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20 年 1-2 月。这一阶段，全国停工

停产，封锁隔离，江苏进出口总值 803.44 亿美元、出口总值

458.34 亿美元、进口总值 345.1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20%、

20.08%和 4.91%。第二阶段是 2020 年 3-6 月。江苏复工率接近

100%，但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江苏对外贸易再次受到

打击，进出口总值 2056.63 亿美元、出口总值 1275.95 亿美元，

分别同比下降 2.88%、4.77%。第三阶段是 2020 年 7 月-2021 年

6 月。世界经济重启，欧美国家逐步恢复生产秩序，江苏对外贸

易迎来企稳增长，2020 年 7 月，江苏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率由

负转正，并维持了 12 个月的正增长。第四阶段为 2021 年 7 月后，

南京禄口机场出现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包括南京、扬州在内的江

苏 11 个地区主要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暂时关闭，生产生活又

陷入困境，江苏对外贸易再次受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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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贸易方式消长性变动。疫情导致江苏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

此消彼长。近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

影响，江苏加工贸易占比逐年降低，而疫情进一步加速省内加工

贸易企业的外迁进程。2021 年 1-6 月，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

额 7592.8 亿元，占对外贸易总值的 31.65%，占比进一步降低。

与此同时，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增加了对医疗器械、防护工具、生

活必需品等产品的需求，为一般贸易发展带来了契机。据统计，

2021 年上半年，江苏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 13580.3 亿元，同比

增长 27.2%，占外贸总值的 56.6%。

3.贸易产品结构性变化。疫情对不同类型贸易产品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以出口贸易为例，资本密集型机电产品是江苏对外出

口的主导产品，欧美、日韩等国家疫情的恶化为江苏承接转移订

单提供了机会。2020 年，江苏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 18342.8 亿

元，同比增长 2.4%，其中，集成电路、电脑、手机等产品出口

大幅增加。疫情也利好医疗器械、药材药品的出口，如 2020 年

江苏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总额 205.3 亿元，增长 35.4%。然而，

疫情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较大，不仅使省内劳动密集型产业陷

入开工困境，而且也导致海外零售低迷、订单流失。2020 年，

江苏纺织制品、塑料制品、家具及其零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总量为 4724.1 亿元，同比仅增长 1.1%，增速趋缓。

二、疫情给江苏对外贸易带来的主要挑战

1.不可预期性破坏贸易均衡。现阶段，国外疫情呈复杂严重

态势，疫苗短缺导致难以群防群治、构筑免疫体系；国内疫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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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稳定，但由于毒株变异速度快、传播力强，国内仍处于不定

期小范围暴发的阶段。国内外疫情变化的不可预期性给江苏对外

贸易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从供给侧看，防控漏洞引致的疫情反

复为订单交付带来困难，如 2021 年 7 月爆发的疫情导致限工限

产，增加了生产的不稳定性；从需求侧看，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与

产业链局域化倾向致使海外需求波动性增大，制约了江苏对外贸

易联系及其持续期的延展。

2.供应链体系面临解构风险。在供给不足、物流不畅和需求

不旺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体系转变为以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为

表征的局域化供应链体系。作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江苏通过利用全球化红利，主动承接发达国家订单，积极发展现

代贸易。然而，受疫情以及世界经济逆全球化的持续影响，江苏

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不仅降低了江苏对外贸易攀

登价值链两端的可能，而且也为省内外资企业的撤出埋下了隐患。

3.高科技产品遭到垄断遏制。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

部分，遏制出口是美国的重要手段，而疫情进一步增加了江苏对

外贸易的困难性。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江苏虽然已成为我国最

大的芯片生产与出口基地，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但仍存在着芯

片设计和制造等“卡脖子”技术难题，而疫情大幅阻滞了江苏集

成电路出口，进一步遏制了江苏产业升级步伐。此外，在半导体

设备领域,核心装备主要集中于欧美、日韩等地区，疫情全球持

续蔓延产生的进口难题也迫使江苏集成电路的晶圆采购、封装测

试等环节面临脱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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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对外贸易应对疫情持续影响的对策建议

1.厚植产业链创新性，增强对外贸易韧性。一是保持产业链

完整性和创新力，保障供应链安全与发展。疫情之下，面对美国、

日本等国家纷纷将本国企业撤出中国的境况，江苏一方面需要通

过加大金融支持、促进融资便利化等措施稳住外资企业，避免出

现断崖式脱钩，保持产业链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海外

头部企业对外投资意向的动态监测，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引

资目录等方式增强海外企业入驻意愿，弱化企业撤离带来的负面

影响。二是加强技术研发，增强贸易韧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

补贴和强链补链等方式不断优化江苏产业前沿性和长远性布局，

增强关键核心产业自主可控，避免硬核技术和重要贸易商品受制

于人；同时，还要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以高质量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吸引高端外资。

2.加强供应链稳定性，夯实对外贸易根基。一是拓展供应链

边界，丰富贸易多元联系。预计到 2021 年末，江苏疫苗接种率

将达到 70%-80%，这为作为中国乃至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组成部分

的江苏对外贸易注入了发展的强心剂。作为较快恢复生产生活的

大省，江苏应加大为其他生产活动遭到限制、产品供需存在缺口

的国家或地区提供货物与服务的保障力度，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份

额。二是加快供应链转型，提升贸易自生能力。面对疫情影响下

全球供应链收缩所致的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从江苏回撤的可能，

江苏应健全供应链体系，通过提高核心产品自给率、关键产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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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和全链产品竞争力等，以强势的态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高端

环节，促稳提质对外贸易。

3.推进技术链数字化，提高对外贸易质量。一是加快数字智

能化步伐。通过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技术鼓励企业间

建立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智能贸易网络，提高以技术链为合作导向

的上下游协同效率，实现高质量的节点管理和体系运营。二是加

快企业数字化进程。通过加大对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和数字化交

易平台的普及程度，抓住疫情带来的线上交易契机，提高国际间

B2B、B2C 交易的便捷性与安全性，并利用数字化物流体系将省

内产品销往海外。三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融合。通过大力发展数字

技术，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强服务业的可贸易性，

进而鼓励知识密集型服务、文化附加值服务等出口，实现货物贸

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增长。

4.加快价值链高端化，提升对外贸易地位。一是积极参与和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以《关于高质量推进江苏“一

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意见》为指引，江苏应不断深化基础设施

联通、国际产能合作、境外园区建设、双向贸易投资、社会人文

交流等，以区域政策协调、疫情信息共享等方式推进江苏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价值链的长效合作。二是化危为机，主动

推进自由贸易区深度建设。江苏要以深化自由贸易区改革为动力，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为契机，积极探索新

型对外开放制度，提质增效价值链内涵，通过打造国际一流的营

商环境与创新氛围，在吸引高品质外资“走进来”的同时鼓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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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国内企业“走出去”，深耕并加快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

以及价值链高端化。

（作者冯伟，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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