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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WTO)近日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中

国，重新跃居全球首位。受访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受汇率、全球外贸形势

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应理性客观看待这一数据，不必刻意追求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 

WTO数据表明，2016年美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3.706万亿美元，中

国为 3.685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的进出口额均同比减少 3%。中国的出口额同比减少 8%，

进口额减少 5%，降幅均大于美国。这致使中国在 2013年超越美国，连续

三年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后，贸易额再度低于美国。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贬值，降低了以美元为统计单位的中国进出口额。 

去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超过 6%。而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 24.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0.9%；其中出

口 13.84 万亿元人民币，下降 2%。相较于以美元计算的数据，降幅有所

收窄。 

中国去年外贸数据下滑，也是受全球外贸总体环境的影响所致。WTO

数据显示，自 2008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 1990年到 2008

年间平均增长 7%，降至 2009年到 2015年间平均增长 3%的水平。 

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进一步降至1.3%，为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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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欧美部分国家

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对中国频频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这对

中国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中国外贸情况不容乐观也与自身外贸结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中国出口主力。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去年

其合计出口 2.88万亿元人民币，下降 1.7%，占出口总值的 20.8%。 

受访专家指出，中国目前外贸总体水平依然处在合理区间，出现一定

程度的波动属于正常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贸易大国的地位。 

WTO数据显示，位居美中之后，排名第三的德国贸易总额为 2.39万

亿美元，日本、法国则分列第四、第五，贸易总额分别为 1.25 万亿美元、

1.07万亿美元。 

自 2009 年以来，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的贸易总额并非一直保

持增长，也在一些年份出现过下滑，与它们相比，中国此次向下波动的幅

度没有过大。 

“中美德三个国家处在货物贸易第一阵营里面，对中国来说保持在这

个阵营已经能坐稳贸易大国的位置，在这一基础上应培育自身的竞争力，

与其追求第一大贸易国，不如追求更有质量和附加值的第二名。”白明说。 

中国在关注货物贸易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中

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服务进出口额为 5.25万亿元人民币，增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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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达到 18%，比 2015年增加了 2个百分点。 

从结构上看，广告服务、维修服务、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

幅分别达到 47%、48%、50%。 

梅新育说，一些发达国家在货物贸易中并非具有很强优势，但服务贸

易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却很明显。中国在追求外贸高质量增长中，如何提

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品牌效应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近些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保持快速增长，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推进服务

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与水平，更好地满足相关国家的需

求。”梅新育说。 

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回稳向好的态势不断显现，相关数据较

为亮眼。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6.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1.8%。记者在华交会上采访了多家企业

和客商，他们也对中国今年外贸形势有较为乐观的预判。 

受访专家说，今年外贸情况将有所好转，对全年外贸形势保持谨慎乐

观的态度。 

“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依然比较多，中国外贸可能

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向好的态势不会特别显著。”上海 WTO 事务咨询

中心研究员姚为群说。 

近些年来，美国、欧盟纷纷出台多项措施，鼓励一系列高端制造业企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