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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25%关税暂时“停火”

宁波外贸人
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记者 严瑾 通讯员 裘文颖 黄蔚 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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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提1月出口“开门红”的，可不止是中基一家。据宁波
海关统计，今年首月宁波外贸出口597.7亿元，同比增长
33%——这一规模，不仅领跑全省全国，还创下了2013年
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对美出口规模达到了239.1亿元，
非但没有因贸易摩擦而“凉凉”，反而同比增长了32.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应秀珍对此的判断却相当理性，
“一月的开门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今年春节在
2月初，所以大家都赶在1月过年前把货物清完；二是，因为
当时是否加征25%关税还不明朗，只有在1月加班加点赶
货、抢出口，才能确保货物在3月1日前到港。”

虽然1月的佳绩令人欣慰，但尚未公布的2月数据会如
何？记者采访时发现，不少企业都提到，和往年一样，因为春
节过年的缘故，会直到月中和月末才陆续开启接单模式。

“按照往年的经验，我们认为将第一季度三个月的数据
综合起来看，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新年的出口情况。”外综服
务平台世贸通市场部经理王平说，“因为每一年春节的时间
都不一样，所以与其将1月、2月与去年分别做同比，不如合
起来看更客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更令王平和同行们关注的“外贸
红”，可远不止是“卖了多少货给外商”了。扩大进口，跨境电
商这些新兴业态，又何尝不是“开门红”的组成部分？在3月
初的新春第一展——华交会上，188家参展的甬企便标出
了这样的风向。

一方面，“亚马逊全球开店”让甬企看到了品牌出海的
曙光。前阵子，一款价值仅100美元，看起来并不起眼的
Orolay牌羽绒服，竟在美国亚马逊上成了霸占服装类销量
冠军的“爆款”，而制造这款“网红”的，不是名牌大厂，而是
嘉兴的一家小微企业。

在华交会上，宁波交易团首次走出展馆，和“亚马逊全
球开店”上海办公室联合举行了一场私董会。大家纷纷感
叹：既然宁波已经诞生过“乐歌股份”依托亚马逊实现品牌
出海的先例，出现下一个“美国网红”，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聚全球的优质商品于己用，也是一个方向。
宁兴优贝、正正电商、淘淘羊等公司，同样在以一般贸易、跨
境进口等多重渠道，承接“扩大进口”的溢出效应。王平表
示，今年世贸通同样会依托“互联网+外贸”的理念，在自营
进口、平台进口、协助中小企业合规进口等方面提供服务。

“我们要感谢国家在贸易谈判上，为外贸企业争取到的缓
冲期。但是，我们一定要情醒地认识到，形势并非一片大
好，一把‘利剑’，还随时悬在我们的头上！”

周一深夜11点，年近七旬的应秀珍仍在中基大厦的办公
桌前，批阅着公司递交的各种材料。呈现在她面前的有两个
好消息：一是，在宁波外贸新年“开门红”下，公司1月的
业绩亦同比上涨了20%以上；二是，去年特朗普政府宣称的
“3月1号加征25%关税”也暂时搁置了。

“放弃美国”或许不值得，但也要把鸡蛋放在
多个篮子里。其中，“自贸区”恰是一个非常值得
把握的机会。

在美国着力推进贸易协定的签署时，中国也
在积极与多个国家和区域推进自由贸易协定，东
盟、澳大利亚、智利……涉足这些市场，同样有
不小的机遇。

“我们会对销往美国的商品做一些调整，会选
择一些相对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避免和其他国
家做同质化的竞争。今后，根据各类自贸协定政
策优惠来调整市场，也是一种方向。”应秀珍说。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正式生效的第9个
年头。根据相关协定的规定，我国出口产品只要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就可享受东盟的优惠关税待
遇：一是，产品完全原产于中国；二是，来自非
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的原材料货值占出口产品
的货值不超过60%；三是，来自非中国-东盟自
贸区成员国的原材料经过充分加工后制成的产品。

满足上述条件之一的出口产品，只要在产品
的运输途中，未经过任何非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
国境内，或经过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境
内时，产品在这些国家未经任何其他操作，就可
凭海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享受进口国海关给予
的进口关税减免待遇。

据宁波海关统计，自正式实施以来，截至
2019年1月，宁波海关共签发中国-东盟自贸区
优惠原产地证33.51万份，签证货值120.57亿美
元，主要签证商品涉及机电产品、塑料制品以及
纺织品等。面对东盟商机，宁波海关提醒，广大
外贸企业应充分利用优惠原产地证书这一“经济
护照”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截至去年10月，中国已经与25个国家和地区
达成17个自贸协定，自贸区的“朋友圈”遍布全
球五大洲。智利车厘子、澳洲牛奶可以出现在宁
波人的餐桌，宁波生产的机电与服装，同样可以
遍布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门店。

如果自贸区所带来的福利，还“加”上了
“外贸综合服务试点”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想必能为企业催化出更美妙的反应。

“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需要时刻密切关
注政治局势和政策变化，只有对国际形势的判
断，才能知道该引领企业往哪里走。”应秀珍说。

还是那句老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
有理由相信，企业家精神与每一位外贸人的努力
加持，一定会想出应对的办法。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那么此时，究竟
要不要进入或者退出美国市场？

“美国与宁波互补性强，市场天花板极
高，不能轻易放弃！”在今年的首场世贸通

“外贸行”系列活动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宁波分公司的“总司级认证讲师”孟祥龙
分享了他的个人观点。

为什么说“互补性强”？据宁波海关统
计，1月宁波对美出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
首，出口115.2亿元，占同期口岸对美出口
总额的48.2%；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次
之，出口81.1亿元。宁波对美出口的电子
电器、轻工杂货、纺织服装，恰好是美国
对外依存度高的产品。

为什么说“天花板高”？美国是一个有
着 3亿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Walmart、
Costco等百强的零售超市加起来，仍然是
万亿元规模的市场。“同时，美国还是一个
有准入需求的市场，各方面管制也健全，
一旦满足了准入的门槛后，将会是庞大的
市场。”

不过，孟祥龙也提醒企业，美国市场
依然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美国的市场竞
争高度激烈，有着健全的破产制度，同时
金融市场配套发达，资本运作及其风险隐
蔽性较强。”

正因如此，近年来已经破产或面临破
产风险的大型美国零售商不胜枚举：玩具
反斗城、饰品店Claire’s、家用零售商
Sears……出口企业，需要多长个心眼了。

根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的外贸政策中，“首先将扩大信保扶持资金
规模，降低小微企业政府统保平台保费费
率；增强会展开拓市场力度，强化‘一带
一路’及‘千企百展’市场开拓计划；扩
大优质商品进口，承接进博会的溢出效
应；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探索建立境
外投资跨部门审批联动机制；支持企业建
设境外销售网络，引导企业与跨境电商综
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对接。”

话虽如此，开门红，绝不意味着高枕无
忧！用外贸人的话说，就是“谁知道美国下一
步会怎么样呢？”

二十多年来一直工作在外贸一线的应秀珍
都坚持着每天游泳的习惯，这种“无需与人交
流互动”的运动，可以让她的“肢体与头脑都
保持活动的状态，一边舒活筋骨，一边集中注
意力思考问题。”最近，在游泳时反复浮现在她
脑海的，莫过于国际舞台上各种贸易协定的出
现——去年10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与墨
西哥、加拿大已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
定(USMCA)”，取代原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今年2月，欧盟有史以来签署的、
最大规模的“欧日自贸协定(EPA)”正式生
效，主要涉及欧洲的农业产品和日本的汽车，
两国之间已近乎实现零关税。

美加墨、欧日……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
貌似和中国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事实却恰
恰相反！宁波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处副处长王晓
明同样对这些话题表示密切的关注。在他看
来，这些协议，不仅暗示着国际贸易规则的改
变，还可能对宁波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尤其是美墨加协定”。
我们不妨看看该协定中和宁波极有可能相

关的部分——“在原产地规则方面，汽车零部
件在美、墨、加三国生产的比例由62.5%提升
至74%；40%-45%的汽车零部件由时薪不低
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加强纺织和服饰行业供
应链管理，促进更多美国制造纤维、纱线和织
物的使用。”

汽车零配和纺织服装，正是宁波的支柱产
业。若是一家甬企，打算在墨西哥投资设厂后
再打开美国市场，日后将面临更高的原产地要
求——比如，不得不采购更多来自美、加、墨
的原材料，或是雇佣更多当地工人。“走出去”
所需跨越的壁垒，比先前更高了一些。

至于欧日之间的“近乎零关税”，应秀珍从
中看到的则是，“如果中国和日本生产同一款产
品，日本的优势在品质，中国的优势在性价
比。可是，一旦从日本进口可以免关税，中国
产品相对于日本而言的价格优势就将不复存
在，无疑会影响其竞争力。”

这些在WTO框架外“另起炉灶”的协议
和规则，还只是逆全球化“百年之变”的冰山
一角。市场千万条，合规第一条！王晓明提醒
企业，要特别关注贸易合规与进出口管制的问
题，尊重、了解、适应新的贸易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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