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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带动进
口货值提升，成为部分城市“逆袭”的主因。

2021年，厦门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几乎
“平起平坐”，资源类产品进口有序扩大，煤
炭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而去年煤价恰处历
史高位；青岛的进口增幅高达 40.7%，有
48%得益于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品量价齐
升。其他城市进口增长的背后，也有类似的
因素。

然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
仅靠“看天吃饭”恐怕难以持久。唯有不断
改善扩大进口的营商环境，提供附加值更高
的服务，改变货物“酒肉穿肠过”的现状，方
能行稳致远。

当前，宁波的进口和出口仍呈现“三七
开”格局，进口额排名全国第9位，尚有提升
空间。今后，宁波将一边“牵手”中东欧扩大
商品采购，一边借助自贸区东风打造国际油
气资源配置中心，提升规模和质量双增长的
潜力。

从出口来看，中国在疫情期间保持供应
链稳定，从而收获订单回流，给不少制造业
大市带来利好，宁波正是其中之一。宁波稳
住了“中国出口第五城”的地位，并以19%的
出口增幅超越苏州、东莞、广州，在“外贸万
亿之城”中仅次于北京。

在宁波的经济版图中，港口是“硬核”，
工贸是“两翼”。去年，宁波出口的加速奔
跑，底气在于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更在于一
系列走在全国前列的外贸模式创新，让中国
制造通过东方大港销往全球。

宁波拥有63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这些低调务实的

“扫地僧”大多拥有出口业务，在全球细分市
场掌握话语权。舜宇光学、金田铜业、博威
合金、锦浪科技、江丰电子、百隆东方……都
是全市外贸200强榜单“硬核”常客。

宁波对跨境电商、外综平台等外贸新业
态的探索均走在全国前列。翻看2021浙江
省级公共海外仓名单，宁波在仅有的13席中
独占7席，正在以完备的跨境物流“基础设
施”打通中国制造、中国品牌连接海外消费
者的“最后一公里”。

而以北京、重庆、杭州等为代表的出口
大市，也均依托产业特色实现超20%出口增
长。去年，北京的医药材及药品出口额高达
1041亿元，同比增长14.3倍；重庆的笔记本
电脑出口突破2000亿元，已连续3年居全国
第一；杭州则瞄准数字贸易，探索跨境金融
支付……

业内人士认为，去年中国出口高涨的热
情有望延续至今年第一季度。但全球疫情
蔓延，以及海运费高涨、原材料涨价、汇率波
动“三座大山”，依然为外贸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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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万亿俱乐部”再扩容
宁波稳居“第六城”

2021 年，中国外贸逆势增长，规
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成为经济平
稳运行的重要担当。而在中国外贸强
市中，宁波首次跻身“万亿元俱乐部”，
且稳居“第六城”，与上海、深圳、北
京、苏州、东莞、广州等成为中国开放
型经济的中流砥柱，体现了现代化国
际港城的硬核力量。

外贸强市“强者恒强”。去
年，在宁波、广州加盟后，中国
外贸“万亿俱乐部”成员扩容至
7家。由它们组成的“七星连
珠”，不仅排名和地位“稳如泰
山”，还累计贡献了全国四成的
进出口额。

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是当
之无愧的中国外贸“带头大
哥”，进出口总额突破4万亿元
人民币大关。而“出口一哥”

“进口一哥”的名号分别花落深
圳、上海。深圳以电脑、手机等
电子产品出口闻名遐迩。

虽然苏州、东莞、宁波均不
是一线城市，但凭借沿海制造
业大市的实力紧随上海、深圳、
北京之后。在三座城市中，
2021年，宁波以21.6%进出口
额增幅领跑，且外贸结构与苏
州、东莞也有很大区别。

目前，在苏州、东莞的进出
口额中，一般贸易均仅占四成，
其余六成多为加工贸易、保税
物流进出口等模式，外资企业
为当地外贸的“主力军”。相比

之下，宁波70%的进出口额来
自民营企业的贡献，一般贸易
占比接近九成。

上世纪末，苏州、东莞均凭
借承接外资产业转移成就了

“世界工厂”的美誉。而在商帮
文化盛行的宁波，大家更愿意

“自己做老板”，抓住中国入世
的红利“千军万马闯世界”，形
成“每4个人中就有1人从事
外贸相关”的都市传说。

在2021年中国外贸20强
城市中，厦门、青岛也均表现亮
眼，外贸增速分别达 27.7%、
32.4%，并均完成从6000亿元
到8000亿元的跃迁，双双跻身
前10。如果保持这一增速，厦
门、青岛均有望在今年成为新
晋的“外贸万亿之城”。

而天津被厦门反超，成都
则被青岛挤出10强。外贸强
市无锡这两年接连滑坡，去
年被杭州反超。大连被西安
反超，且增速仅 10.3%，排在
20强最后，面临掉出20强的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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