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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A D E

区，有媒体报道称为“权宜之计到长期战略”。但也不

得不看到，对于很大一部分出口商来说，前进的道路将

需要寻找新市场或转向国内销售。涉及的商品则主要是

面向消费者的家居用品、服装、电子产品，而不是工业

零部件。短期看，这不是供应链的问题，这是销售系统

的问题。陈强曾提出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

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

体系，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从这个

角度看，出口与内销，亦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之

组成部分。

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短期看，似乎原本出口的一些产品，目前投放到内

销市场，随着中美相关关税谈判略有成果，又有企业加

速出口生产；中期看，中美，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大经济

体关税谈判的变化，能导致企业生产目标的变化；长期

看，本次美国向所有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

是否倒逼各国采取各种行动，终将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呢？

身为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日本学会会

长，陈子雷曾专门研究过日美贸易摩擦的往事以及对日

本经济的长期影响。“日美贸易摩擦后，日本不得不通

过两个环节来推动经济运行。其一，出口管制；其二，

增加进口。然而，特别是日本对美的出口自我管制，事

实上是抑制了日本企业的生产活力。回看的话，只是不

利于产业升级，不利于确保就业，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陈子雷分析，“在对美扩大进口方面，日本做的也并不

理想。一方面，当时美国的商品和日本的市场需求，其

实是存在很大的不同性和差异性。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

好的解决。”在陈子雷看来，当年日本所为，唯一亮点，

系通过生产转移，将产业链转移至海外，通过第三方市

场来打通贸易链，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将工厂搬到美国，

现产现销。这方面，不乏一些后来者学习借鉴之处。

陈强教授观察到，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能力

不断增强、产业基础持续夯实、管理水平快速提升，出

口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特征愈加明显。根据海

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641万辆，

同比增长 23%。出口额也实现显著增长，达到 1174 亿美

元。“除此之外，我国在网络通信、新能源、高铁、核电、

工程机械等领域的产品竞争力逐步增强，在量子科技、

人工智能等方面也取得切实进展。”陈强分析，“在出

口新格局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产品有不同需求，

规模、结构、层次各异。从这个角度看，‘出口转内销’

的内涵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对于产品的品质和技术含量

有着较高要求，中国加大出口的意义在于与较高水平的

需求侧保持互动，借此机会不断增强中国制造的技术和

管理能力。如果转内销，也可以满足国内市场较高层次

的需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产品的性价比更加敏感，

中国制造应凭借技术优势和成本控制能力加大对其出口，

以技术换市场。即使情况有变，转内销的市场空间也比

较大。”本质上，因中国经济体量之大，由“出口转内销”

最终撬动的，一定不仅仅是几条大黄鱼，而是国际贸易

格局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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