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一、2018 年内蒙古外贸

运行情况

2018 年，内蒙古货物贸易进

出口 1034.4 亿元，首次超过千亿

元，同比增长 9.9%。其中 ：出口

378.7 亿元，同比增长 14.4% ；进

口 655.7 亿 元， 同比 增长 7.5%。

主要出口商品是 ：含氧基氨基化

合 物、宽度≥ 600mm 铁或非合

金平板钢材、电话机、葵花子、

其他合金平板钢材、铁合金、乘

用汽车、抗菌素、针织衫、天然

聚合物等。主要进口商品是 ：煤

炭、锯材、铜精矿、铁矿砂、原

木、 锌 矿 砂、 铅矿 砂、 制 造 集

成电路设备零件及附件、乳品原

料、集成电路等。

2018 年， 内 蒙 古外贸 整 体

运行平稳，稳中有进。主要出口

商品量价齐升，全年每月均保持

正增长，出口增速高于进出口增

速，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增长 26.1%，农畜产品出口增

长 9.9%。 进口仍以大 宗 商品为

主，主要商品进口涨跌互现，进

口前 7 个月波动较大，但后期逐

渐回稳向好，全年煤炭进口 180.5

亿元，达到历史新高。对蒙古国

贸易实现 32.77 亿元，占全区贸

易总额的 31.7%，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 699.4 亿元，同比

增长 14.5%。一般贸易和边境贸

易是主要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占

全区贸易总值的 56.3%，边境贸

易占全区贸易总值的 30.7%。国

有企业对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64.4%，民营企业实现贸易额

742.6 亿元，占内蒙古贸易总值的

71.8% ；全区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比

2017 年新增 155 家。

二、外贸形势和主要困

难、问题

2018 年内蒙 古进出口虽然

能够保持一定增长，进出口额达

到历史 新高，但 2019 年的外贸

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国际市场环

境存在较多变数，世界贸易组织

下调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预

期，在其 2 月19 日发布的最新一

期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从

前 一 季 度 的 98.6 降 至 96.3， 为

2010 年 3 月以来最低值。以贸易

保护主义为突出表现的逆全球化

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发酵，新兴市

场波动加剧，国际环境不确定性

的“外忧”不断增加，特别是中

美经贸摩擦对内蒙古外贸的影响

将于 2019 年逐渐显现 ；加之企业

人工成本上涨和汇率、原材料的

大幅波动，增加了外贸企业的“内

患”，企业普遍经营压力加大。

对比发达省区，内蒙古对外开放

的发展观念和管理理念上相对滞

后，政策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从内蒙 古情况 看， 有产业

支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后劲不

足，外贸新旧动能转换滞后，新

增长点有限，内蒙古现有各 类

开放平台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近年来，内蒙 古出口商品结 构

虽有一定优化，但依托资源优势

的初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在出口中依然占有较大份额 ；

2018 年内蒙古机电产品出口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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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内蒙古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摘   要 ：2018 年，内蒙古外贸整体运行平稳，稳中有进，进出口额达到历史新高，但 2019 年的外贸形

势更趋复杂严峻。“稳外贸”对内蒙古的难题在于如何突破外贸结构调整压力和规模偏小等困局，应扩大规模

与提高质量并重，充分发挥已有优势，持续深入落实国家促进外贸发展政策措施，深入推进“五个优化”、持

续抓好“三项建设”，着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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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出口总值的 17.3%（全国情况

是 58.8%）；内蒙 古 加 工贸易与

区内相关产业关联度差，产业配

套跟不上，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

移优势不足，加工贸易占比小，

2018 年内蒙古加工贸易虽然增长

82.1%，但仅占全区进出口总值的

4%（全国情况是 27.4%）。外资企

业对内蒙古外贸的贡献也较小，

外资企业多投资在资源矿产等领

域，投资生产加工领域、能够形

成产品可供出口的也非常少。2018

年内蒙古外资企业实现进出口仅

占全区进出口总值的 7%（全国情

况是 42.6%）。进口以资源、大宗

商品为主，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

动影响，同时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价格波动，对依托资源进行初加

工产品的传导影响较大，这也需

要我们密切关注。

对外贸易是国内流 通环 节

的延伸，一个地方的外贸发展主

要取决于地方的产业竞争力，有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

出口商品结构。因此，从根本上

说，需要内蒙古做大做强实体经

济，发展一批有竞争力的外向型

产业，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产业和

产品支撑。

三、稳定外贸增长的政策

建议

从目前内蒙 古对外贸易发

展实际看，不仅有外贸结构调整

的压力，还有外贸规模偏小的困

局。因此，内蒙古对外贸易扩大

数量和提高质量的任务并重。基

于当前内蒙古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和实际，必须充分挖 潜内蒙 古

现有优势，持续深入落实国家促

进 外贸发展政策措施，深入推

进“五个优化”（国际市场结构、

国内区域布局、出口商品结构、

经营主体、贸易方式）、持续抓

好“三项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建

设），千方百计保持内蒙古外贸稳

定增长，实现进出口稳中提质。

（一）加大稳外贸工作力度

1. 深入落实促进外贸增长各

项政策举措。2018 年以来，国家

各项稳外贸政策陆续出台，多项

进出口环节收费取消和降低，出

口退税率提高、退税周期缩短，

对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外

贸营商环境是利好。因此，要认

真落实好国家稳外贸政策，全面

梳理国家和内蒙古落实促进外贸

发展政策措施，加强检查督导，

推动政策落地生效，推动营商环

境优化。结合内蒙古实际，出台

内蒙古稳外贸若干措施 ；发挥行

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外贸企

业搭建服务平台。

2. 壮大外贸队伍，培育外贸

龙头企业。继续实施好“四个一

批”，即激发优化一批有资质但

无业绩的企业，巩固提升一批传

统外贸企业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承接引进一批适合内蒙古产业升

级的加工贸易企业，鼓励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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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外贸新业态企业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深入落实重点企业包保服

务制度，培育有实力、带动作用

大的外贸龙头企业 ；加大对中小

外贸企业的政策宣传力度，提振

企业信心，积极推动出口信用保

险、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商平

台、中欧（亚）班列与中小企业

对接，扩大有实绩外贸企业队伍。

3. 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支

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根据内

蒙古产业优势，重点组织企业拓

展“一带一路”和新兴市场，开

展贸易营销促进活动。继续组织

好内蒙古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优化内蒙古进口结构。

4. 设立外贸企业融资平台。

融资难是困扰中小企业的老大难

问题，尤其是对抵押物少的外贸

企 业 更 加困难。2019 年争取设

立政府、信保、担保、银行四方

合作的中小外贸企业贷款融资服

务平台，建立融资担保资本金动

态补充、风险补偿和风险分担机

制，通过国有政策性担保公司和

银行的市场化经营，为中小外贸

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服务。

5. 发挥沿边口岸优势，促进

边境贸易发展。推动内蒙古边民

互市贸易管理办法落实，进一步

提升边民互市贸易份额，实现二

连浩特、满洲里互贸区进口、出

口平衡发展。争取将边境旅游购

物出口商品统计纳入互市贸易或

边境小额贸易出口统计。

6. 持续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对

内蒙古影响，建立监测机制，根

据形势发展，对涉及的重点行业

企业进行调研监测，及时分析研

判，适时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

企业尽可能规避风险。

（二）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1. 推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一是推动呼和浩特跨境电

商综试区建 设，整 合内蒙古政

策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呼和浩特

市建设主体作用，力争取得实质

性进展 ；支持申报跨境电商综试

区的盟市与呼和浩特市相互借鉴

同步建设 ；鼓励企业建设“海外

仓”“边境仓”。二是积极培育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推动已认定的

全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档升

级。落实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为综

服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三

是继续争取在二连浩特、满洲

里等沿边重点口岸城市开展以边

境贸易市场为主体的市场采购贸

易试点。

2. 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

设，会同内蒙古相关部门制定内

蒙古外贸基地发展规划，学习借

鉴其他省区优秀做法，提升基地

建设公共服务水平，培育基地优

势产业和外贸龙头企业，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夯实外贸发展基础。

3. 充分发 挥内蒙 古现 有 海

关特 殊监管区作用。内蒙 古 满

洲里、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先后

获批国家 综 合保 税区，赤峰、

包 头、 巴彦淖尔先 后获 批 B 型

保税物流园区，这些都是内蒙古

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但从目前

情况看，已获批的呼和浩特出口

加工区、满洲里综合保税区、赤

峰 B 型保 税物流园区作用发 挥

不理想。自治区政府各有关部门

应对此给 予高度重视，加强领

导，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建

设好、发挥好这些海关特殊监管

区作用，争取吸引各种生产要素

聚集，推动进出口贸易、转口贸

易、国际物流分拨配送、商品展

示、临岸产业的发展，为内蒙古

对外开放和外经贸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4. 推动外贸与外资、外经联

动发展，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

易及外贸与内贸的融合发展。以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平台，促

进外贸与内贸融合发展。依托内

蒙古沿边的开放优势，大力发展

与制造业有关的技术、金融、保

险、运输等服务贸易，带动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

外贸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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