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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核心区对外贸易发展
新趋势及相关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探讨

刘遵乐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定位ꎬ以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ꎬ认为新疆的先天禀赋并未充分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ꎮ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疆对外贸易带来了新机遇ꎬ但是国际经

济环境变化、贸易单边主义盛行则带来了新挑战ꎮ 近年来ꎬ由于政策和规则

变动以及周边国家消费升级等因素ꎬ对外贸易发展出现了进口增长加速、出
口商品种类变化以及贸易方式转变等新特征ꎮ 基于此ꎬ本文结合核心区定

位ꎬ对新疆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提出对策建议ꎮ
【关 键 词】 　 新疆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对外贸易 　 对策

建议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２０１９ 年度重点课题

«中亚国家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独立性问题研究»ꎮ
【作者简介】 　 刘遵乐ꎬ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２０１７ 级博士研究生ꎬ中

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支行经济师ꎮ

一　 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等部委联合发

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ꎬ
阐述“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思路与合作重点ꎮ 文件明确要求新疆深化与中

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ꎬ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ꎮ 中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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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创之地ꎬ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

意义重大ꎮ 新疆作为与中亚各国交流的窗口与桥梁ꎬ未来将发挥更大的作

用ꎬ这正是国家赋予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定位的战略考量ꎮ
国内学者围绕新疆的核心区定位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ꎮ
一是结合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定位ꎬ分析新疆在“丝绸之路经

济带”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核心区建设等问题ꎮ 高志刚、贾晓佳①指出ꎬ“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存在两端区域较发达、中间区域欠发达的问题ꎬ加快核心区

经济发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ꎬ应重视挖掘

市场潜能ꎬ促进经济发展ꎮ 穆沙江努热吉、何伦志②指出ꎬ核心区建设应梳

理清楚相关和因果的内在逻辑关系ꎬ应充分发挥“五通”的各自作用ꎬ处理好

与邻国的关系ꎮ 唐立久、穆少波③指出ꎬ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ꎬ
应从政策、产业、城镇化等三个方面着手ꎬ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ꎮ 许建英④指

出ꎬ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新疆建设核

心区的三个步骤ꎮ 闫海龙⑤指出ꎬ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已成为

新疆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ꎬ
应当进一步加强机制体制创新ꎬ赋予新疆“先行先试”的特权ꎮ

二是从单一产业视角并结合核心区定位提出进一步发挥核心区作用的对

策建议ꎮ 李翠萍、张文中⑥结合“一带一路”背景ꎬ关注核心区货币合作ꎮ 白永

秀、王颂吉⑦从产业价值链分工视角分析核心区工业经济协同发展ꎮ 朱苏荣⑧从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志刚、贾晓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关联与空间溢出效应»ꎬ«贵州社

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ꎮ
穆沙江努热吉、何伦志:«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新思路»ꎬ«改

革与战略»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１ 期ꎮ
唐立久、穆少波:«中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构»ꎬ«新疆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许建英:«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野下新疆定位与核心区建设»ꎬ«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闫海龙:«关于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思考与建议»ꎬ«新疆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李翠萍、张文中:«“一带”背景下核心区货币合作研究———基于中亚视角»ꎬ«经

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白永秀、王颂吉:«价值链分工视角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工业经济协同发展

研究»ꎬ«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朱苏荣:«丝路核心区的金融支持»ꎬ«中国金融»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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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视角对建设核心区及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提出观点和建议ꎮ 王琴梅、张
玉①以物流业效率为分析对象ꎬ分省区和国别进行整体评价ꎮ 袁洲、何伦志②

分析核心区的贸易关系ꎬ提出拓展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贸易的对策建议ꎮ
上述研究对新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

理论支持体系ꎬ但是ꎬ建设并发挥核心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支点和枢纽

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推动国际贸易壁垒

和单边主义ꎬ对全球已经形成的贸易秩序构成了挑战ꎬ导致国际贸易出现了

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ꎮ

二　 新疆对外贸易的特点和趋势

(一)新疆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

一是具有发展对外贸易的区位优势ꎮ 新疆地处连接欧亚大陆的核心区

域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等 ８
个国家接壤ꎬ是中国邻国最多的省区ꎮ 新疆拥有国家一类口岸 １７ 个(其中航

空口岸两个)ꎬ口岸数量在全国各省区中位于前列ꎬ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先

天优势ꎮ 但新疆的先天禀赋并没有带动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ꎬ长期以来ꎬ新
疆的对外贸易在全国相对落后ꎬ外贸额占比仅为 ０ ４％ ~ ０ ９％ (见表 １)ꎮ
２０１８ 年新疆外贸额为 １ ３２６ １７ 亿元人民币ꎬ仅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０ ４３％ ꎮ
新疆的外贸依存度也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ꎬ２０１８ 年新疆外贸依存度仅为

１０ ８７％ ꎬ同期全国外贸依存度则为 ３３ ８％ ꎮ 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与得

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条件不相适应ꎬ对外贸易的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和释放ꎬ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ꎮ

表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新疆和全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单位:万亿元人民币)

年份

新疆 全国

外贸额
新疆生产

总值
对外贸易
依存度(％) 外贸总额

国内生产
总值

对外贸易
依存度(％)

新疆外贸
额在全国
占比(％ )

２００９ ０ ０９４ ５ ０ ４２７ ７ ２２ ０９ １５ ０６４ ８ ３４ ０９０ ３ ４４ １９ ０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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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琴梅、张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物流业效率整体评价及分省区、分国

别比较»ꎬ«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６ 期ꎮ
袁洲、何伦志:«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贸易关系分析与中国应对———基于扩展

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ꎬ«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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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年份

新疆 全国

外贸额
新疆生产

总值
对外贸易
依存度(％) 外贸总额

国内生产
总值

对外贸易
依存度(％)

新疆外贸
额在全国
占比(％ )

２０１０ ０ １１５ ９ ０ ５４３ ７ ２１ ３２ ２０ １７２ ２ ４０ １２０ ２ ５０ ２８ ０ ５７

２０１１ ０ １４８ １ ０ ６６１ ０ ２２ ４０ ２３ ６３４ ０ ４７ １５６ ４ ５０ １２ ０ ６３

２０１２ ０ １５８ ９ ０ ７５０ ５ ２１ １７ ２４ ４１６ ０ ５３ ９１１ ７ ４５ ２９ ０ ６５

２０１３ ０ １７０ ７ ０ ８４４ ４ ２０ ２２ ２５ ８１６ ９ ５９ ０４２ ２ ４３ ７３ ０ ６６

２０１４ ０ １７２ ０ ０ ９２７ ３ １８ ５５ ２６ ４２４ ２ ６４ ４７９ １ ４０ ９８ ０ ６５

２０１５ ０ １２２ ６ ０ ９３２ ５ １３ １５ ２４ ５５０ ３ ６８ ２６３ ５ ３５ ９６ ０ ５０

２０１６ ０ １１８ ８ ０ ９５５ ０ １２ ４４ ２４ ３３０ １ ７４ ４１２ ７ ３２ ７０ ０ ４９

２０１７ ０ １３９ ８ １ ０９２ ０ １２ ８１ ２７ ７９２ ３ ８２ ７１２ ２ ３３ ６０ ０ ５０

２０１８ ０ １３２ ６ １ ２１９ ９ １０ ８７ ３０ ５０５ ０ ９０ ０３０ ９ ３３ ８０ ０ ４３

注:对外贸易依存度 ＝ 进出口额 / 国内生产总值 × １０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统计年鉴»ꎬ中国统计出版社ꎻ«２０１８ 年新疆统计年

鉴»ꎬ中国统计出版社ꎻ«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９０２ / 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１６５１２６５ ｈｔｍｌꎻ«２０１８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ｊ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ｆｗ / ｄｈ＿ｔｊｇｂ / ２０１９０３ / ｔ２０１９０３２７＿５６４４７８ ｈｔｍｌ

二是与周边邻国贸易互补性强ꎬ对外贸易中出口占比较大ꎮ 中国新疆与周

边邻国存在较大的产业结构互补性ꎬ这为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ꎬ形
成了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基于产业差异的贸易产品结构ꎮ 长期以来ꎬ新疆进口

产品多为能源资源型产品ꎬ主要为石油、天然气、铜铁矿石等ꎮ 出口商品多为服

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ꎮ 一直以来ꎬ新疆对外贸易都是出口占

绝对优势ꎮ ２０１８ 年新疆出口规模为 １６４ １８ 亿美元ꎬ占外贸总额的 ８２ １％ꎮ

表 ２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年新疆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年份
外贸总额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外贸总额
增速(％ )

出口增速
(％ )

进口增速
(％ )

２０１０ １５９ １６ １３２ ４０ ２６ ７６ ５ １０ ２７ ４０ － ４３ ６０

２０１１ ２６５ ６２ １８２ ８８ ８２ ７４ ６６ ８９ ３８ １３ ２０９ 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８２ ８１ ２３４ ５２ ４８ ２８ ６ ４７ ２８ ２４ － ４１ ６５

２０１３ ２７５ ６２ ２２２ ７０ ５２ ９２ － ２ ５４ － ５ ０４ ９ ６１

２０１４ ２７６ ６９ ２３４ ８３ ４１ ８７ ０ ３９ ５ ４５ － ２０ ８８

２０１５ １９６ ７８ １７５ ０６ ２１ ７２ － ２８ ８８ － ２５ ４５ － ４８ ２３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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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份
外贸总额
(亿美元)

出口额
(亿美元)

进口额
(亿美元)

外贸总额
增速(％ )

出口增速
(％ )

进口增速
(％ )

２０１６ １７９ ６３ １５９ １２ ２０ ５１ － ８ ７２ － ９ １１ － ５ ５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６ ６１ １７７ ２９ ２９ ３２ １５ ０２ １１ ４２ ４２ ９５

２０１８ ２００ ０９ １６４ １８ ３５ １９ － ３ １６ － ７ ３９ ２２ ４８

资料来源:乌鲁木齐海关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ｕｒｕｍｑｉ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三是贸易投资对象国高度集中ꎮ 中国新疆对外贸易和投资均以周边国

家为主ꎬ国别集中度较高ꎮ 贸易对象国主要为中亚五国和俄罗斯ꎬ其中对哈

萨克斯坦贸易占比接近新疆对外贸易规模的一半ꎮ ２０１８ 年ꎬ贸易规模排前五

位的国家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ꎮ 新疆与这五国贸易额达到 １４８ １７ 亿美元ꎬ占外贸总额的 ７４ １％ ꎮ 其

中ꎬ对哈萨克斯坦贸易额为 ８５ １６ 亿美元ꎬ占外贸总额的 ４２ ５６％ ꎮ
四是贸易方式丰富多样ꎬ边境小额贸易占比较高ꎮ 新疆的区位特点及邻

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了新疆种类多样的贸易方式ꎮ 除一般贸易和边境小

额贸易以外ꎬ还包括转口贸易、边民贸易、易货贸易、旅游贸易等多种贸易方

式ꎮ 其中具有区位特色的边境小额贸易在新疆外贸总额中占比最高ꎮ ２０１８
年新疆边境小额贸易额为 １２０ ５８ 亿美元ꎬ占新疆对外贸易总额的 ６０ ２６％ ꎬ
占全国边境小额贸易总额的 ２９ ９％ ꎮ

表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新疆进出口贸易方式

年份
边境小额

贸易(亿美元)
一般贸易
(亿美元)

加工贸易
(亿美元)

小额贸易
占比(％ )

一般贸易
占比(％ )

加工贸易
占比(％ )

２００９ ９１ １６ ２９ ６８ ３ ４７ ６５ ９２ ２１ ４６ ２ ５１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４２ ３６ ３５ ３ ２７ ５１ １９ １８ ５３ １ ６７

２０１１ １２８ ３６ ６４ ７７ ２ ６５ ４８ ３２ ２４ ３８ １ 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３０ ０４ ８４ ５３ ２ ５９ ４５ ９８ ２９ ８９ ０ ９２

２０１３ １４３ ５８ ９５ １２ ５ １０ ５２ ０９ ３４ ５１ １ 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４２ ２６ １１０ ００ ４ ５１ ５１ ４１ ３９ ７６ １ ６３

２０１５ ９６ １９ ８３ ７６ ２ ６３ ４８ ８８ ４２ ５７ １ ３４

２０１６ １１０ ４４ ５５ ５６ ０ ７７ ６１ ４８ ３０ ９３ ０ ４３

２０１７ １３８ ３４ ５６ ５７ １ ３３ ６６ ９６ ２７ ３８ ０ ６４

２０１８ １２０ ５８ ７１ １７ １ ２２ ６０ ２６ ３５ ５７ ０ ６１

资料来源:同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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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低ꎬ对新疆周边国家经济造成负

面影响ꎬ新疆对外贸易出现下滑趋势ꎮ ２０１５ 年ꎬ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ꎬ周边

国家经济回暖ꎬ新疆对外贸易有所回升ꎮ 与此同时ꎬ伴随“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不断推进ꎬ新疆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往来不断加强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全
球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期ꎬ“去全球化”、民粹主义抬头ꎬ世界多边贸

易规则面临严峻挑战ꎬ中美贸易摩擦加剧ꎮ 在这些新的背景下ꎬ新疆对外贸

易出现的几个新特征值得重点关注ꎮ
一是进口增长加快ꎮ 长期以来ꎬ新疆外贸出口额一直高于进口额ꎬ贸易

顺差较大ꎮ 但是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进口增长明显加快ꎮ ２０１７ 年外贸进口额同

比增长 ４２ ９５％ ꎬ增速高于出口额 ３１ ５３ 个百分点ꎬ５ 年来进口增速首次高于

出口增速ꎮ ２０１８ 年这一趋势延续ꎬ进口额同比增长 ２０ ０２％ ꎬ而出口额同比

下降 ７ ３９％ ꎮ
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有所下降ꎮ 随着中国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和主要贸易对象国的需求结构升级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新疆出口

产品中的占比开始下降ꎮ 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

的比重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８ ０１％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３ ２％ ꎮ 与之相对应的是ꎬ具有

较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ꎬ新疆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

４１ ８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２ ８％ ꎬ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６ ３％ 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５ ５２％ ꎬ在所有出口产品种类中排名第一位ꎮ
三是边境小额贸易与一般贸易在新疆外贸中的占比交替增长ꎮ 长期以

来ꎬ新疆边境小额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比较高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受俄白哈关税同

盟统一关税影响ꎬ中哈、中俄规范双边贸易方式ꎬ减少“灰色清关”ꎮ 边境小额

贸易在新疆贸易中的占比一度出现下滑趋势ꎬ一般贸易占比逐年上升ꎮ ２０１６
年这一趋势反转ꎬ边境小额贸易稳步增长ꎬ占比快速回升ꎮ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新疆边境小额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分别增长 １２ ６ 个百分点和

５ ４８ 个百分点ꎬ一般贸易占比则分别下降 １１ ６４ 个百分点和 ３ ５５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１８ 年ꎬ贸易方式再次出现明显变化ꎬ边境小额贸易额为 １２０ ５８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 １７ ７６ 亿美元ꎬ占比下降 ６ ７ 个百分点ꎮ 与此对应ꎬ一般贸易额

为 ７１ １７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１４ ６ 亿美元ꎬ占比上升 ８ １９ 个百分点ꎮ 边

境小额贸易与一般贸易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ꎮ
四是贸易对象国大幅扩展ꎮ 伴随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ꎬ加之“一

带一路”倡议成效显现ꎬ新疆对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ꎬ贸易对象国不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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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ꎬ美国、德国、新加坡、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新疆外贸对

象国的前 ２０ 名ꎮ
新疆对外贸易的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对外贸易未来发展的方

向ꎮ 对新疆贸易进口增速加快、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增加和贸易对象国范围扩

大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ꎬ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因素:一是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ꎬ促进外国商品进口ꎬ努力实现贸易均衡ꎻ二是

新疆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迅速ꎬ产业结构逐步健全ꎬ消费能力提升ꎬ消费产业升

级ꎮ 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开展贸易合作既面临机遇ꎬ也面临挑战ꎮ
边境小额贸易与一般贸易方式交替增长则更多地体现出政策因素(边境

贸易规范管理和外汇管理)的影响ꎮ 但是即便贸易方式出现交替增长ꎬ在经

济向好的前提下ꎬ中国与新疆周边国家的贸易额保持上升态势ꎬ也从侧面验

证了中国与新疆周边国家贸易潜力巨大ꎮ

三　 制约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

(一)新疆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ꎬ外需不足

新疆周边邻国众多ꎬ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ꎮ 蒙古国、巴基斯坦、俄罗

斯与中国相邻区域多为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ꎬ人口稀少ꎬ本身就属于各国经

济落后地区ꎬ不能为开展双边经贸往来提供有利条件ꎮ 条件相对较好的中亚

国家则普遍存在经济体系不完善、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等问题ꎮ 除哈萨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依赖资源禀赋成为农业—工业国家之外ꎬ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属于农业国家ꎮ

图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中亚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注: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为预测值ꎮ

资料来源: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９:Ａｓｉ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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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低ꎬ对新疆周边能源出口型国家的

经济造成不利影响ꎮ 以中亚五国为例ꎬ２０１３ 年之后经济持续下滑ꎬ２０１５ 年

达到近年来的最低点ꎬ２０１６ 年出现小幅回升(见图 １)ꎮ 究其原因ꎬ受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的影响ꎬ周边国家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

难以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足够动力ꎮ 周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

外需不足抵消了新疆的区位禀赋优势ꎬ是影响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的最主要

原因ꎮ
(二)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新疆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ꎬ当前已经建成了陆路口岸、国际航

空港、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多样化、立体化的基础设施支持体系ꎬ但由于自然条

件、气候条件、地理条件的限制ꎬ中国新疆与周边相邻国家开展外贸经济的条

件存在不足ꎮ 以相邻的中亚国家为例ꎬ仅中哈两国实现了铁路货物运输ꎬ但
两国铁路轨距不一致ꎬ货物需要在口岸换装ꎬ严重影响通行效率和通行速度ꎮ
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只能通过公路运输ꎬ部分口岸由于自然条

件的限制成为季节性口岸ꎬ对贸易造成不利影响ꎮ
(三)出口产品不适应需求升级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

近年来ꎬ与新疆相邻的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较快ꎬ自身产业体系逐渐健全

并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ꎮ 经济发展带动了消费升级ꎬ国际贸易产品竞争日趋

激烈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新疆原有的通道型出口特征不能够及时适应市场需求

的变化ꎬ出口依然以中低端产品为主ꎮ 一方面ꎬ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ꎬ盈利空

间较小ꎻ另一方面ꎬ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ꎬ影响了中国商品在新疆周边相

邻国家市场的整体形象ꎮ
(四)周边国家汇率波动不利于深化贸易合作

２０１８ 年ꎬ受地缘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和全球资本流动趋势变化的影响ꎬ新
疆周边国家汇率再次出现较大幅度波动ꎮ 以中亚五国为例ꎬ哈萨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货币名义汇率均出现不同幅度的贬值ꎮ 其中哈萨克

斯坦坚戈走势与卢布走势一致ꎬ汇率波动较大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坚戈汇率单月贬

值幅度达到 １２ ７％ ꎻ塔吉克斯坦政府为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和释放货币贬值

压力ꎬ主动贬值索莫尼ꎬ２０１８ 年全年索莫尼贬值幅度为 ６ ５％ ꎻ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７ 年进行了汇率市场化改革ꎬ致力于消除汇率双轨制和资本管制对乌涉外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ꎬ２０１７ 年苏姆贬值 ４８％ ꎬ２０１８ 年苏姆汇率趋于稳定ꎬ全
年汇率贬值 ２ 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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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中亚五国汇率变化

国家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哈(美元 /坚戈) １７９ ２ ２２１ ７ ３４２ １ ３２６ ０ ３４４ ７

吉(美元 /索姆) ５３ ７ ６４ ５ ６９ ９ ６８ ９ ６８ ８

塔(美元 /索莫尼) ５ ０ ６ ２ ７ ９ ８ ６ ９ ２

土(美元 /马纳特) ２ ９ ３ ５ ３ ５ ３ ５ ３ ５

乌(美元 /苏姆) ２ ３１１ ２ ２ ５７３ ５ ２ ９６８ ９ ５ １４０ ３ ８ ０６９ ０

注:表中汇率均为名义汇率ꎮ
资料来源:同图 １ꎮ

(五)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新疆对外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单边发起的贸易战挑战全球贸易规则ꎮ 虽然对美贸易额在新疆对

外贸易总额中占比不大ꎬ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依然对新疆对外贸易造成不利影

响ꎮ 据乌鲁木齐海关数据ꎬ２０１９ 年 １ ~ ５ 月ꎬ新疆对美进出口总额为 １ ３ 亿美

元ꎬ同比下降 ２０ ３％ ꎬ占新疆进出口总额的 １ ７％ ꎮ 根据对新疆涉美外贸企

业调研情况ꎬ中美两国在互相宣布加税清单后ꎬ大部分涉美贸易企业预期利

润会受到贸易战影响ꎮ 出口企业中ꎬ对美贸易依存度较大的企业预计订单和

利润双降ꎻ进口企业中ꎬ进口高端机械类和高品质农产品等美国优势商品的

企业受影响较大ꎮ

四　 新疆对外贸易转型发展的思路

(一)面对新形势ꎬ坚定不移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

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ꎬ明确提出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ꎬ并宣布进

一步扩大开放的四项具体举措ꎮ 其中主动扩大进口的举措对于新疆发展对

外贸易具有现实意义ꎮ 中国新疆在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长期处于贸易

顺差地位ꎮ 进一步扩大进口ꎬ“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各类商品可以通

过新疆进入中国市场ꎬ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各国形成更为紧密的贸易

共同体ꎬ实现区域贸易平衡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吸引沿线国家开展对华贸易ꎬ
在丰富中国进口产品种类的同时ꎬ为中国企业开拓新的市场ꎮ

(二)完善对外贸易产业体系ꎬ加大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作用

应当充分发挥新疆地区经济的先天禀赋ꎬ重视对外贸易对新疆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带动作用ꎮ 之前ꎬ新疆出口周边国家的商品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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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ꎮ 当今ꎬ周边国家市场出现消费升级ꎬ对产品设

计、制造和科技含量提出更高的要求ꎬ出口产品也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机电

产品等技术密集型转变ꎮ 应当积极应对新情况ꎬ根据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完善

对外贸易产业结构ꎮ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ꎬ吸引国内外企业入驻新疆ꎮ 利用产业转移和对口

援疆等有利条件ꎬ对本地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ꎮ 充分利用喀什、霍
尔果斯两个开发区政策优势ꎬ打造面向南亚和中亚的出口商品加工基地ꎮ 加

大国外市场的开拓力度ꎬ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ꎮ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ꎬ通过设施联通促进贸易畅通

新形势下ꎬ中国新疆应当充分利用地缘优势ꎬ加强与周边邻国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沟通交流ꎬ在项目合作和资金支持等方面达成共识ꎬ完善区域

交通网络建设ꎬ以设施联通促进贸易畅通ꎮ 首先ꎬ应进一步加强与周边邻国

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ꎬ加强政策沟通协调ꎬ提升口岸的通关能力和通关效率ꎮ
其次ꎬ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工程的支持力度ꎬ特别是中吉乌铁路、“中巴经济走

廊”等重大项目的规划建设ꎬ缓解物流瓶颈ꎮ
(四)加强区域金融合作ꎬ以资金融通促进贸易畅通

为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ꎬ应进一步加强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

作ꎮ 通过建立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外汇市场ꎬ聚集“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金融资源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ꎬ增加本币使用降低汇率风险ꎻ发
挥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政策优势ꎬ开展金融产品创新ꎬ提升金融资源

分配效率ꎻ全面优化金融服务ꎬ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ꎻ重点支持一批外向型企

业ꎬ促进新疆对外贸易产业转型升级ꎮ
(五)加大开拓国际市场力度ꎬ促进贸易对象多元化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ꎬ中美两国间持续出现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成为大概率

事件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一方面ꎬ应当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为企业带来的风

险ꎬ从政策层面提供帮扶与支持ꎻ另一方面ꎬ应充分发扬“一带一路”倡议所秉

持的合作共赢精神ꎬ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开拓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ꎬ特别是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ꎬ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空间ꎬ实现贸

易对象国多元化ꎬ分散贸易风险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５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