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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球疫情发展形势

Å 截至2020年8月13日，全
球累计确诊病例达到
2012万

Å 累计死亡约75万

Å 现存确诊病例约为648万

*相关数据来自于凤凰网疫情数据



Å 地图颜色代表现存确诊
病例数量，越深代表病
例数量越多。

Å 很多国家（地区）受制
于检测能力，确诊病例
无法有效代表实际疫情
发展情况，可能严重低
估。

*相关数据来自于凤凰网疫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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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30万，
新增病例仍保持高位

Å 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疫情形
势严峻，日新增病例已经超过
美国

Å 南美国家已经进入疫情发展高
峰期

Å 非洲形势不容乐观，核酸监测
能力导致病例规模严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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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新冠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哪些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

Å 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同比下降3%；

Å 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同比下降18.5%；

Å 2020年，乐观估计，全球贸易将萎缩13%，而最悲观估计，将下降32%；



第三节 疫情对我国进出口影响

2020年上半年出口情况

Å 以人民币计，出口自4月份起
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

Å 以人民币计算，4月、6月年
内累计出口实现正增长



2020年上半年进口情况

Å 3月份，国内疫情尚未得到彻
底控制，进口物资需求较大。

Å 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海外各
国生产停滞，导致进口下降。

Å 6月份，国内复产复工，境外
部分国别逐渐好转，进口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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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至6月，东盟、欧盟、美国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

相较去年同期，对东盟、澳大利亚的进出口额正增长，对非贸易额下降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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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风险大幅上升

Å 以浙江省为例，仅4月、5月两月，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共接到浙江省企业相关报
损案件合计超过1200宗，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约155%。

Å 报损金额激增，同比增长约180%，出险率居于历史高位，显著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Å 亚洲地区的报损案件数量及报损金额最高，分别同比增长约250%和258%，整体出险
率居于洲别第二位，仅次于拉丁美洲。

Å 印度、孟加拉、中国香港、巴基斯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斯里兰
卡、泰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缅甸等居于亚洲前列。

Å 印度也是4- 5月浙江省出口国别中报损案件数量居于全球首位的国家，无论是案件
数量还是报损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幅均超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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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逆势增长

Å 海关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26.2%，其中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

Å 跨境电商凭借其线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和交易链条短等优势逆势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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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

Å 海关总署：《关于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告》
Å 2020年7月1日期在10个海关开展跨境电商B2B试点，并将向全国海关复制推广。
Å 改革实施之前，跨境电商B2B出口企业只能按照传统贸易方式申报通关，改革实施

后，跨境电商B2B出口有了专门的通关方式，享受通关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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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

世界银行预测：

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5.2%，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将萎缩6.1%，欧元区将萎缩9.1%；

中国将实现1%的增长，是为数不多实现增长的经济体。

2021年：如主要经济体下半年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则全球经济增长率有望回升至4.2%；

发达国家增长3.9%，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增长4.6%；

美国增长4%，欧元区增长4.5%，中国大幅反弹6.9%。

全球市场需求将大幅萎缩，对跨境贸易形成巨大冲击。



第二节 全球经贸环境变化

第二轮疫情爆发概率较大

Å 世卫组织8月1日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计
疫情持续时间较长，需要有长期应对措施

Å 截至7月末，全世界约七成（126个）国家和地区新增确诊病例呈增加趋势，是自4
月上旬以来时隔4个月出现的新高

Å 部分国家疫情控制力度较小，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就基于恢复生产生活



第二节 全球经贸环境变化

部分国家试图提高生产本地化

Å 减少医疗物资等关键物资的对外供应依赖

Å 发达国家鼓励企业投资回撤，加快制造业回流

美国、日本政府为本国境外投资回撤提供资金支持

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运用，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无人化



第二节 全球经贸环境变化

贸易壁垒或将有所增加

Å 发起反倾销审查

Å 设置惩罚性关税

倾销、补贴、国家安全（泛化，国防、技术、民众信息、外交利益）

Å 以国家安全为由排除外国企业进口商品

Å 利用标准差异设置准入壁垒，印度选择370种商品按照印度标准进行严格检查

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部分国家有恃无恐



第二节 全球经贸环境变化

跨境物流和通关恢复仍需时日

Å 进口检验检疫流程或趋紧，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

Å 疫情二次爆发风险较高，跨境运输和通关管制或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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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形势

我国面临的形势

Å 外部疫情发展可能具有长期性

Å 经济衰退带来的全球主要国家需求疲软

需求对贸易的影响具有时滞性

Å 疫情污名化的舆论环境

Å 新冷战思维带来的“脱钩”意图

Å 生产“去全球化”或连带产生“去中国化”

Å 外部技术管制收紧要求加快自主创新

Å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Å 西方国家跟随采取经贸限制政策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Å 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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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Å 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
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未来一段时期应重点关注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
力，关注消费需求变化，重视提升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

补足关键技术、装备、器件、材料短板，形成关键产业的国内闭环。

Å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仍需要加强国际经贸合作，通过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夯实我国发展基础，通过强化
国内生产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产业和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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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物出口面临的风险

Å 疫情管控导致无法按时履约

航班、航线取消；

禁止船舶停靠、飞机起降；

检验检疫缓慢，通关延迟

Å 国外买方资金链紧张无法按期支付

生产经营停滞，流动性紧张，资金链断裂

Å 产品标准无法满足当地要求

口罩、呼吸机出口引发的舆论风波



第三节 疫情风险应对策略

预判和未雨绸缪

Å 对方国家疫情发展情况

Å 对方国家采取的疫情管控措施

Å 对方国家质量标准要求变化

Å 买方资金状况和资信情况

Å 确定合同适用的准据法

Å 对潜在风险和免责进行合同约定

Å 增加双方通知与协商相关条款



“不可抗力”的适用条件

Å 我国法律规定“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现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失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Å 国际上，交易争端适用于“不可抗力”的要件

① 合同已经将相关事件列为不可抗力事由

② 不可抗力事件与合同的无法履行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③ 约定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当事方免除或者部分免除责任

④ 合同的签署早于不可抗力的发生

⑤ 合同条款应明确相关证书和文件是判断不可抗力的最终依据

Å 如未约定，则要具体根据准据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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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和诉讼

Å 应在合同中明确争端适用的仲裁机构

Å 应在合同中明确适用的法律体系

Å 积极获取有利于自身免责的政府证明

Å 收集和保留双方沟通协商的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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