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1583-158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193   

文章引用: 范雨欣, 刘岚.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成就、问题及对策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2): 
1583-1589. DOI: 10.12677/ecl.2024.132193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成就、 
问题及对策研究 

范雨欣，刘  岚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27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17日 

 
 

 
摘  要 

在我国发展正值重要战略机遇期之际，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不仅强调要增强国内大循环

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时也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因此对外贸易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已成为对外贸易发展主力军。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仍存在受

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综合成本上升、企业自身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民营企业应进一步

挖掘利用政策优势、利用创新手段化解成本上升窘境、进一步完善企业制度建设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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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a crucial junctur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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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has put forward the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but also 
aims to elevat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herefore, foreign trad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Under this back-
ground,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being 
greatly affect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 rising comprehensive cost, and imperfect system of en-
terprises themselv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should further ex-
ploit the advantages of policies, use innovative mean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rising cost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system to enhance their own competitiv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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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我国要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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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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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国家出台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有效激发了包括民

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展现出了

强大的韧性和适应能力，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型的措施，包括拓展新的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数字化

营销能力等，极大的发挥了外贸“稳定器”的作用。2022 年和 2023 年进出口规模均超过一半，第一大

外贸主体地位更加巩固。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

仍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有关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新发展格

局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对外贸易成就、问题及对策的文献较少。鉴于此，对于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 

2.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构建

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外贸连接着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对外贸

易创新发展。首先，要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和 21 世纪新议题，以实现国内规范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更

紧密衔接。要加快推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的转变，构建更为先进的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创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商业环境[1]。其次，要充分激发中国市场潜力，为我国外贸发展创造

更多需求。我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示范区，扩大从各国进口高质

量产品和引进高质量服务。同时，也要积极寻求更多出口机会，注重出口的创新和升级，提升我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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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推动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拓展出口渠道，提升

出口的广度和深度。最后，需要充分发挥内需潜力，建立自主可控且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实现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更紧密衔接。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有效地整合国内和国

际两个市场的资源，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建立和完善各类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和服务支持体系，以确

保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

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对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3.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一)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1)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始于 2020 年的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在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形势都非常不好，中国外

贸必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在此市场环境下，三大外贸主体中，我国民营企业从 2021 年至 2023 年连续三

年保持进出口增长第一。尤其是 2023 年，在国有企业进口呈现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均呈现明

显负增长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却分别实现了较高的正增长(见表 1)。同时，在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数量逐年增加，达到 55.6 万家，占进出口企业总数的 86.5% (见
表 2)。 
 
Table 1.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alue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in 2021~2023 
表 1. 2021~2023 年我国不同企业性质进出口总值(单位：千亿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时间 

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民营企业 

出口金额 进口金额 出口金额 进口金额 出口金额 进口金额 

2021 年 17.3819 41.9989 74.4886 65.8309 121.8027 63.2995 

2022 年 18.9244 48.7428 74.7895 63.4488 142.2858 66.6894 

2023 年 18.9072 47.8584 67.8849 58.2021 147.3894 71.4296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Table 2. Number of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s with import and export performance in China in 2021~2023 
表 2. 2021~2023 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单位：万家) 

企业性质 
时间 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 

2021 年 56.7 47.6 

2022 年 59.8 51.0 

2023 年 64.3 55.6 

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网站。 
 

(2)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近三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实现了稳定增长，在

保持对传统市场韧性的同时，持续开拓新兴市场。我国民营企业在与传统外贸伙伴的贸易中继续保持着

优势，与东盟、欧盟、美国这三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连续三年均实现了增长，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速更为显著[2]。2021 年我国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达到 25.6%，

2022 年和 2023 年的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 26.7%和 9.2%。与此同时，我国民营企业也在与新兴市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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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对其他金砖四国、拉美和中亚国家的进出口更是呈现出了强劲的增势，这

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正在不断优化。 
(3)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不断升级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领域逐步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

民营企业逐渐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变。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

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逐步涉足高科技领域[3]。其次，民营企业产品结构更加多元化。以往，

民营企业主要以传统的制造业为主导，但随着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它们开始拓展到更多领域。最后，

民营企业的自主品牌意识逐渐增强，在对外贸易中，民营企业逐渐由原始设备制造商向自主品牌转变，

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这反映出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产品结构在不断优化，新业态正在蓬勃发展，

这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1)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中的外部机遇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经济也迎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

景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外部机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

领域近些年来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与国家政策密不可分。国家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

断针对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提出系列政策措施。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召开民营企

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后，各部门采取积极行动，针对税费负担重、营商环境不佳、融资困难等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优化细节政策措施[4]。通过更大幅度的减税降费，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扩宽融资

渠道，加大财政支持，完善人才与用工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以及强化政策的切实执行，形成了一系列

有力而具体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推动民间投资和金融管理部门畅通民营企业融

资渠道、延续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政策等具体措施，这为我国民营企业外贸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持

推动作用。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发展贸易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为民营企业扩大对外经贸合作提供了新机遇[5]。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不断深入，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平台。民营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平台获得了更

多的市场机会和发展机遇，提升了自身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同时也利用一带一路平台扩大了国际影响

力，提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第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为我国民

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后，我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加入 RCEP 后促进了民营企业“走出去”，在对标国际高标准自贸规则

上，在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做出了加强合作的规定[6]。在 RCEP 的保障下，国际化对相对弱

势的市场主体的利益损害效应能够得到化解，这无疑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第四，外贸发

展模式创新也为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在我国外贸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新模式生机勃勃、形态丰富的情况下，孕育出了跨境电子商务的新技术、新工具，

传统业态持续转型升级。像传统的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结合，就形成了 B2B，B2C 的海外仓模式，终端

配送服务效率在快速提升，也带来了更好的终端客户体验。我国民营企业着眼于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大

力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外贸新业态为民营企业应对外部需求变化和风险挑战

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2)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中的自身优势 
我国民营企业作为外贸第一大主体，其自身特殊性决定了其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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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企业独具生产经营自主灵活的优势，民营企业在困难面前会主动作为，面对市场需求变化可以敏

锐地捕捉市场机会，迅速响应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参加国的合作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而不断深入，这使得很多民营企业认清了形势，在产品种类上不断拓展，

在服务质量上不断提高，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开拓更广阔的天地[7]。在市场开拓方面，面对美欧主要市场

需求下降的情况，民营企业加强了与东盟、拉丁美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合作，取得了显

著成果。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市场需求衰退与国内综合成本持续上升的竞争环境下，民营企业正

在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从为外国品牌代工升级到开发自主品牌，开拓国际市场，我国的民营企业对产

品的更新速度更快，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更容易适应。与此同时，我国民营企业更具有善于学习和勇于

创新的精神，这使其可以不断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外贸舞台上脱颖而出。我国民营企业不仅在产品设

计创新、国际市场营销上具有优势，而且还敢于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大胆尝试。 

4.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主要经济体增长动能不足，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使得我国民营企业

的出口订单减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使得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全球疫情冲击

实体经济。美国等国家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使总需求迅速反弹。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通货膨胀持续高企[8]。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挑起对华贸

易摩擦、对俄制裁等措施不断升级，欧盟、英国等采取的对华政策措施不断加码，美欧关系持续紧张。

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强，民营企业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主体，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时，民

营外贸企业必定会受到影响。这都增大了我国民营企业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 
(二)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综合成本上升的困难 
近年来，外贸综合成本不断上升。一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空间。价格的国际传导是主要原因，

原材料价格上涨推高生产成本，这给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导致部分民营外贸企业

“有单不想接”“增产不增利”。二是汇率波动较大增加额外成本风险。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剧烈的情

况下，我国民营企业在跨国贸易中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人民币兑美元等外币汇率的波动可能导致企业

在结算和支付过程中出现额外成本，增加了外贸经营的不确定性。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重民营企业经

营负担。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创新领域，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导

致了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稀缺，相应地，民营企业为了留住和吸引高素质员工，不得不提高薪资和福利

待遇，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民营企业的一大挑战。 
(三)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面临企业制度不完善的挑战 
目前我国民营外贸企业存在着制度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企业在外贸市场竞

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外贸企业在企业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产权制度方面。民营外贸企业的产权制度主要是指在企业中所有者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分配关系，即产

权归属和划分、产权交易的规则、权利行使的限制及保护等内容。产权制度不明确，使得外贸企业的经

营行为没有目标，甚至是“游击战”或“游击队”式的经营行为。第二，管理制度方面。企业的管理制

度是对企业管理行为的规范，它包括企业管理目标、组织机构、职责分工、信息交流与沟通、内部控制

和激励约束机制等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外贸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人

治”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但现在仍有不少民营外贸企业采取“人治”的管理模式，

这显然已经阻碍了民营外贸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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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新路径 

(一) 我国民营企业要进一步挖掘利用政策优势应对外部挑战 
我国政府一直在从宏观上提出有效的政策来缓解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在我国政府的积

极支持下，民营外贸企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然而，当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为了

更好地适应这一挑战，我国民营外贸企业需要深入挖掘和灵活运用政策优势。首先，新发展格局强调国

内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忽视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应深入理解政府的双循环策略，强化与国内

市场的深度融合，同时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方

面，海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努力为民营企业外贸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海关将继续按

照中央“六稳”“六保”部署要求，研究出台更多、更有针对性、更惠及企业的支持措施，全力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可以利用相关的政策来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国际市场需求降低、

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鼓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权。因此，民

营企业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新的发展机遇和模式。最后，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技术创新和国际化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两大核心。政府对技术创新和国际化战略的支持为企

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应当抓住这些机遇，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政府

努力营造的有利于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的宏观环境，我国民营企业应该抓住机遇，进一步利用政策

优势来应对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二) 我国民营企业要利用创新手段化解成本上升窘境 
在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空间、汇率波动增加额外成本风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方面的挑

战时，我国民营外贸企业亟需通过创新来增强核心竞争力，化解成本上升的窘境。我国民营外贸企业应

该下大力气将创新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要把创新作为自觉行动，扎扎实实练好内功，不断提

高经营能力、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大力推动创新，包括技术、产品、生产方式和营销策略的创新[9]。
首先，民营外贸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探索循环经济模式，通过材料循环利用、废弃物再生等方式降低对新

原材料的依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引入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实现对原材料市场的智能监控，及时

调整采购策略，以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其次，要加速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模式的转变，运用新技术新

模式，加快壮大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制定灵活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运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

以降低外汇波动对企业盈利的冲击。最后，为了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可以采取引入智能制造

技术，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减少对人工的需求，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实施定期的员工培训计

划，提高员工的多元化技能，通过激励机制留住核心人才，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市场是残酷的，民

营外贸企业要不断地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改进生产工艺，同时还要不断地开拓新市场、开辟新领域、占

领新市场份额，不断地提升自身服务水平，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综合成

本上涨给我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 我国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制度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我国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包括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内的企业制度。首先，民营外贸企业要优化

产权结构，构建现代企业产权结构，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和企业主个人以及家族财产，分离股东所有

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权，明确企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推动股权多元化，使民营企业自然人产权向法人

产权制度转变。其次，要引导民营外贸企业建立规范的、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能定位和

职责分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市场化规范经营机制，建立健全以质量、品牌、安全、环保、财

务等为重点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以规范经营行为来提高经济效益。最后，还需特别注意的是要健全监

督机制，引导民营外贸企业依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权责明确、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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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民营外贸企业制度，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以规范企业行为为目标，以合法经营为基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只有这样才能进一

步增强我国民营外贸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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