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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壮阔无垠。作为沿海经
济大省，十年来，浙江始终保持“立足浙
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发
展思路，以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以胸
怀天下的开放之姿，深度融入全球
经济。

2021 年，浙江进出口总额达到
4.14万亿元，是十年前的2.1倍，年度进
出口规模首次居全国第三位。开放，不
仅是一抹浙江底色，更成为一种浙江
气质。

跳出来，全球资源方能为我所用。
9月初，全国工商联发布2022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榜单，浙江以107家企业入
围的成绩，第24次蝉联全国首位。翻开
上榜名单，寻找“霸榜”奥秘，会发现这些
浙企有个共性：他们不仅“跳”出浙江，还

“跳”到了国际市场，在延伸浙江本土产
业链的过程中，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
流动和优化配置。

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浙江充分利
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本土
民营跨国公司如同“地瓜”，把块茎牢牢
地扎根在浙江，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
将触角延伸至海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
能源、技术、品牌、市场、人才等要素资
源，从而发展企业主体，有效反哺省内
经济。

走出去，海阔天空任翱翔。一头连着世界小商品之都，
一头串起世界第一大港，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出现，彻底打
开了浙江对外开放的空间。近年来，浙江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统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义甬舟开放大通
道建设，系统实施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舟山江海联运服
务中心等十大标志性工程，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辟
一条“金色通道”。

尽管疫情让全球经贸合作受阻，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
辐射能力却日益凸显。东向依港出海，“一带一路”国际航
线突破100条，宁波舟山港首次跻身国际航运中心十强；西
向依陆出境，“义新欧”开辟陆路国际物流新通道，中欧班列
辐射51个国家160多个城市……

融一起，畅通“双循环”打开新格局。一年一度的长三
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见证了沪苏浙皖之间的友谊——
2019年，安徽芜湖，10个一体化项目签约奠定了基调；
2020年，浙江湖州，沪苏湖铁路联合开工；2021年，江苏无
锡，共同启动太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建设；2022
年，上海，8个重大合作事项现场签约。

这些年，浙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民营经济、港口经济
等多种优势，积极推动全省域全方位参与并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将省域发展融入国家战略，打造更多战略支点和
战略枢纽，让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聚集、流动，在构筑新
发展格局中打造新的增长极。

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即使前方风高浪
急，即使前路征途漫漫，浙江将一如既往，以全面开放新格
局，劈波斩浪，奔赴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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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介绍泰中罗勇工业园，我都会自豪地在
前面加一个定语——中国首批境外经贸合作
区之一。

2009 年，我正式加入泰中罗勇工业园
团队时，这个工业园已经小有名气。早在
2000年，华立集团把目光瞄准国际市场，在
自身海外设厂后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建
立境外工业园，帮助更多中国企业降低成本
参与国际产能合作。2005年，泰中罗勇工业
园正式启动，规划建设成为一个集制造、仓储物
流和商业生活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园区。

当时，泰中罗勇工业园还只开发了1.5平方公里，但已
有15家企业签订合同进入园区。其中，来自浙江的企业就
有皮尔轴承、浙江盾安、台州巨泰等。记得那会儿，入驻的中
国企业最多可享受八免五减半，也就是8年免税、5年税收减
半政策。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泰中罗勇工业园也成
为中国企业东南亚投资热地。尤其近年来，在泰国东部经济
走廊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对接下，泰中罗勇工业园在
吸引众多企业入驻的同时，还带动了泰国4万多人就业。很
多客户因为自身“销地产”所需，主动上门洽谈合作，这也让
我们的招商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按照团队分工，我不是常驻泰国，但每年都会去泰中罗
勇工业园几次，经常陪同国内客户前去考察。那里给我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泰国首都曼谷到泰中罗勇工业园，
开车约两个小时。进入工业园，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的景象
更像是一个大公园，标准化的厂房就分布在大片的草坪和
热带树之中。我们也致力于清洁能源的利用，打造绿色
园区。

2020年1月，国内出现疫情前夕，我刚从泰中罗勇工业
园参加完年会回国，万万没想到这居然是近几年的最后一次

出国。随之发生改变的，就是工作方式。
这两年,我们推出了“云考察”“云谈判”等

一系列“云招商”模式，让客户足不出国就能
完成投资前需要做的所有工作。如园区现
场和国内客户实时动态航拍看地；企业注
册时，一改过去企业主现场办理的模式，由
我们在泰国进行代办；从考察到注册再到
申请优惠，全程都由我们帮助客户和泰国方

面沟通，基本上所有流程走完需要一个月
时间。
初期，很多企业不太能接受这种模式，毕竟海

外投资往往“眼见为实”，基本上以观望为主。后来，随着疫
情防控常态化，客户也渐渐习惯了这种商务模式，园区在疫
情之下也实现了正常发展。

客户“走出去”的热情不减反增，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终
端客户强烈要求企业去海外建厂，缩短供应链服务半径、实
现快速响应；另一方面是泰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比如今年针对新能源汽车企业颁布了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
最高有13年的减免。

即便是疫情期间，泰中罗勇工业园依然在不断扩张。早
期规划的一区12平方公里已经开发超过10平方公里，随之
开始了二区建设。在我的记忆中，上次去工业园的时候，门
口的商业楼还处于设计阶段，员工公寓也只有7幢。如今，
园区的工业区、保税区、物流仓储区和商业生活区已经逐步
完善，员工公寓也增加到10幢，入住率达100%。

截至目前，泰中罗勇工业园已吸引180多家企业入驻，
带动中国企业对泰投资超43亿美元，累计工业总值超240亿
美元。我相信，当前全球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浙江企业
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走出去”，实现产地多元化，既能充分
利用好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开拓新市场；又可以腾笼换鸟，
迈向高质量发展。

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邬丹梅：

让走出去更快更稳
无中生油，这是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我是一名见证者。
2018 年，浙江自贸试验区挂牌的第二

年，《浙江自贸区国际油品交易中心建设实
施方案》正式出炉，明确以浙油中心为基
础，推进“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建设。其中，
积极打造国际油气期现货交易市场是重要
一环。

这是一件从0到1的创新工作，光靠浙油
中心肯定不够，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期货交
易所。上期所经验丰富，已经上市了原油、燃料油
等多个能源化工期货品种，上线了原油期货期权、石油沥青
标准仓单交易等，在业内影响力很大。与它合作，也符合长
三角期现一体油气交易市场建设的规划。

自贸试验区是“为国家试制度”的一片热土，浙油中心在
这里，要为推进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
作出贡献。最好的着力点，就是通过建立期现一体化的大宗
商品交易场所，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推动长三角区域更加具
备国际定价影响力和国际资源配置能力。

一次次调整股权方案，优化股权结构之后，2020 年 11
月，上海期货交易所成功入股浙油中心，这是证监会系统首
次对系统外交易进行股权投资。

半年时间，浙油中心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共同发布了中国
舟山低硫燃料油保税船供报价，也就是外界熟悉的“舟山价
格”。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首个以国内期货市场价格为定
价基础的人民币报价机制。

打造“舟山价格”为什么重要？过去，航运企业、船供油
企业以新加坡发布的普氏价格为基准进行交易，“舟山价格”
的出现，有利于打破海外市场对价格形成的机制性垄断。舟
山保税燃料油价格指数体系不断构建完善，吸引力不断增
强，目前，宁波舟山港保税船用燃料油加注量已经位列全球

第五、全国第一。
无中生油，浙油中心助推自贸试验区发

展，不但要有大宗商品的议价能力，更要服
务油气企业，凝心才能聚力。

2018年底我到任时，浙油中心已经有
了近千家会员企业，但当时我们提供给会
员企业的多是些注册、记账等最基本的服
务，油气会员企业进入舟山后对金融、业务

拓展等方面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
为此，我们深挖客户需求，积极对接上游资

源，相继推出了代理拍卖、代采+配送等新业务模
式，与银行合作开展订单融资配套服务，与期货公司合作探
索风险管理服务。一揽子供应链集成服务，得到了油气会员
企业的欢迎和好评。集成服务是自贸试验区油气企业集聚
发展的“催化剂”。从2018年起，4年多时间，浙油中心的供
应链业务量从7000万元增长到了25亿元。

这两年，疫情影响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油气价格波
动剧烈，20%的保证金已经不足以抵御价格波动风险，客户
违约弃货的可能性大幅上升。我们思考如何为自贸试验区
实体企业的稳健经营保驾护航，推动上线了“产能预售”模
式，为供货商锁定利润，也为采购商拓宽经营渠道。今年，我
们还实现了“浙油仓单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打通了上期标准
仓单和浙油仓单的仓单资源共享和互通。

我们参与和见证了自贸试验区舟山片区的一系列油品
领域自由化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油品企业大规模集聚舟山
片区，带动油品贸易年均增长83%，2021年实现贸易额7379
亿元。

这几年，乘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东风，浙油中心整体实
现了快速稳健较高质量的发展。一切过往都是序章，在新的
发展起点上，如何让浙油中心再次实现质的飞跃，我们一直
在思考、求索。

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赖新：

乘着自贸区东风，无中生油
义乌，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地成就了我。如

今，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注册了浙江星宝
伞业有限公司，还拥有了多个店面，产品销
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件事都要诚诚实实地做、老老实实
地做，别人才会相信你。这是我来义乌的
时候，父亲告诉我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这些年来，我也是这么做的。

1997 年，父亲让我一个人来义乌创业。
一开始，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客源，只能从早到
晚守着市场里1平方米的小店面，连上厕所都要跑
的，生怕这一会儿不在店面，就错过一单生意。

那时候市场里的商户大部分是“前店后厂”模式，一旦接
不到单，就意味着工厂开不了工。为了让店里能多放点货，
我总是把货叠得比我人还高，自己站到小方凳上，踮着脚向
来往的客户推销自己的货品。

来义乌的第二个月，我就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挫折。
当时，有一位客商订了价值4万元的雨伞，我按约定时间交了
货，客商却迟迟没有打款。那时候，4万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眼看配件供应商的还款日期就要到了，我自己咬咬牙，找亲
朋好友凑了钱，将货款全部结清。这件事给了我很大打击，
但也让我迅速成长起来，凭借着诚信积累了一群供应商。

随着中国加入WTO，义乌市场外向度越来越高，我结
识的外国客商越来越多，外贸生意也越做越大。我清楚地记
得，我认识的第一位外国客商是巴基斯坦人。当时，我根本
不懂英语，只能通过按计算器确认价格，这一单下了价值8
万元的雨伞。后来，这位外商说，是我的诚恳与热情打动了
她。我和她也成为了好朋友，一合作就是十几年。

在与外商的交往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英语的重要性，便
利用闲暇时间，报了英语、阿拉伯语学习班。经过一段时间
的刻苦学习，我开始尝试用英语、阿拉伯语跟外商做交流沟

通，外商朋友既惊讶又欣喜，之后的生意也更
顺了。

早期进店采购的外商，主要以中东、非
洲为主。后来欧美客商也越来越多，比如波
兰、捷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墨西哥等
国家，还有我连名字都没听到过几次的国
家。在我看来，这与“一带一路”倡议被越
来越多国家的客商所了解和认同不无关系。

近年来，义乌发挥市场、改革试点等优势，
抢抓“一带一路”机遇，全方位提升国际贸易和

涉外综合服务水平，朝着世界小商品之都目标迈
进。义乌市场走向国际化，我的国际“朋友圈”也越来越大。
如今，与我合作的客商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微信
好友里，光外商就有4000多人。

生意做大了，新的烦恼又来了。我发现，虽然我生意不
错，但产品附加值却不高。一味拼价格的路子只会越走越
窄。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我成立了浙江星宝伞业有限公
司，开始走公司化经营之路，打造自己的设计、生产、销售团
队。我还在国外注册了国际化商标，邀请法国团队为品牌设
计一套国际化的形象，并在100多个国家注册了涵盖20多个
大类的“RST”商标，进军国际中高端市场。

启用全新的品牌形象后，我又开始思考如何创新。每年，
我们都会上新数十款产品，在里面加入很多新技术和创意。

“品牌+创意”，让我逐渐成长为义乌伞具行业的佼佼者。
这两年，随着直播产业的兴盛，我也开始尝试做一个“网

红主播”。现在，我已经能熟练地在Tik Tok等平台直播带
货，在线人数少则六七千人、多则两万人。直播间里也会有
人问我，都当外婆的人了，怎么还当“网红主播”。卖产品，不
是我开直播的最终目的。我更想通过镜头，打开更广阔的视
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企业、看到义乌的市场、看到义
乌的发展，了解属于我和义乌的故事。

浙江星宝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吉英：

一把雨伞卖遍全球

浙江开放
大事记

泰中罗勇工业园。 华立集团供图 客商现场了解浙江星宝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客商现场了解浙江星宝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

义乌国际商贸城。 义乌市委宣传部供图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美丽乡村一景。 拍友 郭秋敏 摄8月16日，今年第1000列“义新欧”班列启程。 拍友 陆磊 摄

经济全球化，浙江将自身发展融入时代潮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浙江以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在更高起
点高水平推进全面开放。如何更好地“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人把目光放到了“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等关键词上。

开放图强，撬动全球资源
本报记者 金 梁 何贤君 拜喆喆 见习记者 张琬琪 共享联盟义乌站 陈洋波

开放图强，撬动全球资源
本报记者 金 梁 何贤君 拜喆喆 见习记者 张琬琪 共享联盟义乌站 陈洋波

本报记者 顾雨婷 王志杰 共享联盟嘉善站 王 洁 袁 震

清晨7时不到，嘉善县西塘镇金明村，72岁的顾煜明
已开启晨练模式。他沿着村庄旁的游步道一路慢走，只见
水杉林立，白鹭齐飞，不远处的祥符荡水清澈见底，不由叹
道：“变化大啊，现在村子就跟公园一样，漂亮咧！”

在顾煜明的记忆里，曾经的祥符荡是另一番模样。村
里一条条蜿蜒的村道窄小破败，祥符荡周边东一块西一块
的水田杂乱排布，湖边更是无处下脚，杂草丛生，举目远眺，
湖水一片浑浊。

祥符荡的改变源于一项国家战略的落地。自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2019年11月，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成立。嘉善和上海青浦、江苏
吴江以生态绿色为目标，共同步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
征程。

示范区里，一抹“生态绿”的底色越擦越亮。打开示范
区区域图，以淀山湖为中心，元荡、汾湖等湖泊串成一条“蓝
色珠链”，淀山湖往南约10公里的祥符荡，成了“蓝色珠链”
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如何将这颗明珠擦得更亮？嘉善在祥符荡片区启动清
水工程项目，通过“生境改善工程”“水下森林种植工程”“水
生动物调控工程”及其他辅助工程，在南北祥符荡及其联通
河道近200万平方米的水域打造水下森林。

同是西塘镇金明村人，王娟英和王瑞娟姐妹俩是祥符
荡蝶变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这几天，祥符荡水下森林打
造进入尾声，姐妹俩作为水下森林种植员天天在河滩上奋
战。在北祥符荡河岸边，王娟英和王瑞娟并排坐在排筏上，
用木棍将水草根插入河床的泥土中，姐妹俩都是熟练工，一
人一天平均就能种下150平方米水草。

“看到家乡越变越美，累点也值了！”王娟英笑着说。水
下森林打造完成后，沉水植物最终覆盖度将不低于70%，
水体稳定后，水质要求达到地表水Ⅱ类，祥符荡湖区的水体
透明度总体平均将达到2米。

绿色生态还有制度保障。示范区揭牌成立以来，仅在
生态保护领域，就已经形成8项制度创新成果，包括跨域
生态环境标准、监测、执法“三统一”实施机制，跨域水体联
保专项方案，跨域水体污染防治机制
及评估考核制度等。前不久，浙沪苏
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又联合签署备忘
录，共建太浦河沿线饮用水水源地生
态环境保护协调合作机制，协同做好
示范区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和
污染防治工作。

两省一市合力治水

2013年1月17日

国务院批复《浙江舟山群岛新
区发展规划》，舟山群岛新区成为我
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
新区。

2014年11月18日

“义新欧”中欧班列（义乌一马
德里）义乌首发，历时21天，于12月
9日顺利到达终点马德里。

2016年8月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升级
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自此，浙
江省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数量位
居全国第一。

2017年4月1日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挂牌成立。

2017年12月27日

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
物吞吐量超10亿吨大港。

2018年5月9日

浙江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大会。

2019年3月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

2019年11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正式揭牌成立。

2020年8月

浙江自贸试验区实现从挂牌到
赋权扩区的“两级跳”：从原本局限
在舟山，扩展到了宁波、杭州和金华
（义乌）。

2021年12月

宁波舟山港当年集装箱吞吐量
突破 3000 万标准箱，成为继上海
港、新加坡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迈
过“3000万”大关的港口。

浙江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
突破4万亿元大关，跃居全国第三。

2022年8月16日

中欧（义新欧）班列开行当年第
1000列班列。班列开行密度、发运
总量、回程班列增长率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金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