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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内外贸该如何发力？ 

“双循环”格局下，外贸企业应当抢抓各种政策窗口机遇，多维度提升自救能力。至于扩内需，

根本还是在于通过优化市场环境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可以调整生产策略、合理运用第三方平

台、提高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拓展国内市场。 

一、外贸：四维度提升自救能力 

1. 外贸扩大优势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外贸产品的品牌保护、品质溯源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难题，企业应当抓住自贸区扩容、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国际展会各种窗口机遇，扩大品牌影响力。 

我国已成立21个国家级自贸试验区，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外贸企业应抓住自贸区建设性机遇。

及时跟进自贸区“单一窗口”模式建设进展，了解政策优惠信息，及时调整货物申报、空运舱单、

税费支付等进出口业务。 

地理标志协定是双方对规定商品的共同保护，是杜绝“黑色经济”、维护市场秩序的顶层措施。

以近期落地的《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为例，协定纳入了550个地理标志（中欧双方各275个），涉及

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纸品、纺织品等，对烟台苹果、郫县豆瓣酱、大埔蜜柚、安吉白茶等

区域农产品地理品牌都是一次发展良机。农产品外贸受消费偏好、季节、价格、物流、渠道、竞争

等因素影响。《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算是从品牌保护的角度给被疫情切断的农产品外贸指了一条明

路，纳入协定的地理标志产品能得到双方国家的法律保护，把控品质源头，利于市场开拓、品牌维

护。 

“外贸三大会”——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是外贸企业推介品牌，拓展增量客户、盘活存量

客户的国际性大舞台。以进博会为例，作为全球唯一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外商深入了解

中国市场的永久性渠道，不少外贸企业都建立起了“进博朋友圈”。“疫情常态化防控”大背景下的

第三届进博会仍然保持着较高吸引力：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1%；展示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411项；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展比例近80%，大企业大订单带动整个产

业链供应链运转；下一届展位已被大量预订。每届进博会都有新气象，今年的亮点之一是“供应与

展销同步”，包括保税展示展销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线下渠道售卖“进博同款”，参展的外贸企业、

跟进进博新趋势的下游零售商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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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贸企业应关注供应链管理 

外贸企业最直接的自救办法当属盘活现有客户。外贸困难期也是冷静期，企业应当深思在谈判、

询价、货期、付款方式哪些环节出了问题。然后在曾经有过询价的客户中仔细判断哪些客户还有交

易的可能性，重新建立联系，及时跟进需求。在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内，企业可以考虑牺牲部分短期

利益重新建立中长期联系。 

站在去库存的角度，外贸企业可考虑国外购物季的线上渠道，亚马逊仍然是外贸商的首选。年

终将至，圣诞节是国内外贸企业当年最后一个窗口期。但是，国外疫情仍在蔓延,德国、法国等欧

洲国家已经宣布取消今年圣诞节市场,外贸企业想借圣诞集市翻盘的可能性较低。市场调查公司

Drive Research数据显示，仅16％的美国购物者计划在2020年黑色星期五到店内购物，但从2019

年到2020年，黑色星期五在线购物或将增长28％。在线上布局的时候，外贸企业应当考虑国外线下

门店大概率会大幅降价以应对线上竞争，以及国外邮政服务的效率问题，所以外销的商品不宜过多。 

供应链管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外贸企业的重中之重，外贸企业应当重点考虑风险因素，增加备选

供应商的数量，优化与客户的关系，建立供应链突发风险应急机制。具体来看，建设柔性供应链是

普遍做法，重点在于建设弹性节点。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生产线是通用的。如食品行业以方便面为例，

方便面生产线由三部分组成：面饼生产线、脱水蔬菜生产线、酱料包生产线，需要用到多种设备。

由于东南亚、非洲消费者偏爱大面饼，工厂可提高对面机的使用效率；对于销往欧美的高端方便面，

工厂可加大对干燥设备的使用，油炸机不再需要，正好用于生产销往东南亚、非洲的方便面。 

11月15日，15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当前全球最大经

济体量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将打开中国与日、韩、澳、新及东盟的货物贸易，灵活自主的关税减让

模式、共同而有差别的制度安排是该协定的亮点，这为特殊时期的外贸打开了新通道。上半年，东

盟继续稳坐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进出口稳步增长，集成电路进出口

贸易活跃。外贸企业可适当将国外市场重心转向这些国家。 

二、内销：四维度扩内需 

1．需求端：改善市场环境 

我国尚未实现“橄榄型”收入结构，这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根本原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

例，提高可支配收入，是提升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预期的根本方法，实现路径之一是要素市

场化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高经营性、财产性收入。收入来源无非是就业和创业，本质上都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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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境改善的问题。只有当市场活力被唤醒，企业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企业经营才能实现良性发展，

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从业人员才能实现收入增长。而市场环境改善的一个中长期政策支撑面就是要

素市场化改革。 

2．供给端：“适销对路”是出口转内销的前提 

特殊时期“出口转内销”是众多外贸企业的选择，但根本前提在于“适销对路”，为国外消费

者生产的产品是否也能用在国内消费者身上是最直接的问题。“出口转内销”对于一般消费品生产

企业还好，淘宝外贸频道、展销会都是去库存的主要渠道，C2M反向定制是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

的又一方法。由于产品规格标准、产品质量认证各方面的不同，“出口转内销”对于装备制造企业

非常困难。近期，辽宁省政府出台《辽宁省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若干措施》，优化市场准入推动标

准接轨，支持外贸企业发展“同线同标同质”产品，并将“同线同标同质”适用范围扩大到一般消

费品、工业品领域。解决产品标准问题是外贸企业融入“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基本前提。 

3．直播带货：仍待完善 

今年线上经济蓬勃发展，直播带货成为众多商家去库存的又一选择。但刚结束的“双十一”购

物节仍显示出直播带货的一些问题：入驻成本高、退货率高、刷单造假屡见不鲜、流量分配失衡，

中小企业受损严重。直播带货本质是去库存，如今却加重了中小企业的成本。企业合理运用直播带

货等互联网营销手段，切勿盲目跟风，第三方平台也应适当照顾腰部、尾部卖家，扩大覆盖面和销

售总量才是全行业的狂欢。商家也需要耐心，把关产品质量、控制性价比、做好售后服务，建立起

自己的优势。 

4．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通过数字技术提高效率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效率是扩大国内消费的重要途径，而效率需要数字技术来解决。数字技术首

先应当分析预测消费需求，合理制定采购计划，打造新零售硬核供应链。数字化供应链所需要的关

键技术涉及综合规划和执行系统、自主物流、智能采购和仓储、备件管理和高级分析。数字化供应

链下，数据实时传递，利用算法联合预测销售，制定备货计划，实现多渠道的订单管理，优化库存

管理和运输管理，增强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同时，还应加深数字技术在

门店运营、物流、金融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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