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朱承 通讯员 成良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外贸外资基
本盘”，“推动外贸质升量稳”。“作为开
放大市、外贸大市，宁波要扛起使命担

当，扬优势、锻长板、补短板，推动外贸
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为全国全
省大局作出更大的贡献。”全国人大代
表、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说。

据海关总署《中国海关》杂志发布
的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榜单，宁波位列全
国第四。去年，宁波外贸顶住压力，在高
基数上再创新高，进出口规模走出“上扬
曲线”。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 1.2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0.9%，占全国份额同比提
高了0.05个百分点、达到3.06%。

“事非经过不知难，宁波外贸的
‘稳’和‘进’，是政企合力拼搏‘拼’出来
的，创新‘创’出来的。”汤飞帆代表说。

2022 年，宁波在全国首创涉外包
机模式，助力企业出海稳订单；同年 12
月，率先开展“百团千企拓市场抢订单
行动”；2023 年，面对签证难等新问题，

率先探索企业出行绿色渠道；今年1月，
在长三角首创“碳关税保险”，突破“碳
关税”新型贸易壁垒；加速密集布局海
外仓+前置仓等新业态，让货物“直达”
全球⋯⋯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宁波迎难
而上，于变局中开新局，以拼搏赢空间，
向创新要动能，不断夯实外贸“稳”的基
础、强化“进”的势头。

汤飞帆代表说，今年是宁波成为全

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40 周年，要发挥
好开放这个最大的优势，持续深化“千
团万企拓市场抢订单行动”，举办世界

“宁波帮”大会以及“甬通全球”境外系
列展会 100 场以上。组织开展新一轮
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创新外贸新
模式，加快发展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
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绿色贸易等外贸
新业态，建设海外仓综合服务平台，创
建国家绿色贸易发展示范区，探索开展
新型易货贸易试点，不断培育外贸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
进高质量发展。

（图片：受访者提供）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

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

代表委员说

本报讯 （记者 拜喆喆） 开放是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

利共赢。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军表示，嘉兴将坚持以高水
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地
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统
筹推进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
去”，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着力打造开
放型经济高地。

李军代表说，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

外资，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
嘉兴是全省高质量外资集聚先行区和
RCEP 高水平开放合作示范区，有超过
14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此投资兴业。
去年，嘉兴抓住政策机遇，出台吸引和
利用外资新政，引进落地瑞士诺华制
药、西卡新材料、德国湛新科技材料等
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30亿美元，保持稳中有增的良好态势。
李军代表表示，企业是高水平开放的

主力军。嘉兴大力支持企业赴海外拓市
场抢订单，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

展示展销中心”新模式，去年光伏、锂电
池、新 能 源 汽 车“ 新 三 样 ”出 口 增 长
40.9%，全市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创近6
年新高。同时，支持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合

作，培育发展总部经济，在华友钴业、桐昆
集团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全市近1000家
企业赴境外投资，投资额居全省前列。

推进高水平开放，营商环境是重要保
障。李军代表说，嘉兴坚持把营商环境建
设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去年营商环境评价
进入全国地级市前十。下一步，嘉兴将以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积极推进

“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断提升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水平，着力打造营商环境最
优市，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图片：本报记者 胡元勇 摄）

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

以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中欧
班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
成果，已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协 同 带 动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的 强 劲 动
力。中欧班列跨境运输需求旺盛，
建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口岸
通行能力；坚持市场化运营，优化全
国班列布局，加强国家层面对国际
班列发展的引导和规范，强化中欧
班列市场化运营机制，健全有关评
价体系和行业自律机制；统一国际
通关标准，扩展货运服务供给，深化
沿线国家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调推
动相关标准对接。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浙江
省委会主委陈小平：

“丝路电商”是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积极推动电子商务国际
合作的重大举措。建议在深化“丝路
电商”国际合作中突出主体培育先
行，推进商产融合发展。通过实施新
一轮电商主体培育计划、制定数字经
济企业“丝路电商”发展计划等，引导
本地信息服务等科技研发企业向跨
境电商服务商转型。突出制度开放
先行，深化规则标准合作，比如对标
DEPA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
创新性的探索试点。突出机制合作
先行，拓展国际交流领域。通过开展

“丝路电商”智库交流、促进“丝路电
商”研修交流等，不断深化“丝路电
商”合作交流。

（本报记者 沈吟 郑亚丽 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财经
大学副校长郑亚莉：

两会走笔
两会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有

人发现，今年报道两会的外国记者特别
多，针对热点话题频频提问，“中国对开
放的态度”便是其中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其中包含主动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
度型开放等多项具体举措。一以贯之
的中国态度，主动出击的开放举措，不

仅让外国记者看到了信心，也让很多代
表委员为之一振。

当下，外贸人的日子也许不好过，
但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抢抓机遇。世界
银行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从 2023 年的 2.6%降至 2024 年的 2.4%。
严峻的全球形势更凸显了全球合作的

紧迫性，中国积极扩大开放，在竞争的
大环境下寻求共赢，更容易吸引合作伙
伴的目光。危机与机遇如同硬币两面，
此刻正是我们融入规则、参与规则制
定、提升话语权的机遇期。

越是形势复杂，越要主动出击。从
过去坐在家里就有订单，到如今主动出

击找寻商机，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外贸
企业的明显转变。成功的经验就在眼
前，去年初，浙江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
抢订单行动”。靠着主动而为，2023 年
全省实现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增长 3.9%，
规模跃升至全国第二。

越是形势复杂，越要磨砺自己。大到

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从来都是在风
浪中成长、在磨砺中壮大的。当下，我们
正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决不
能丧失信心、犹疑退缩，要经常看看开放
能级够不够、贸易结构好不好、出口产品
行不行，在认清差距、对标先进过程中，以
开放的确定性来赢得发展的主动性。

推动外贸质升量稳、加大吸引外资力
度、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每一项举措，明确了任务书、作
战图，都鼓励着我们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越是复杂，越要主动
金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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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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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世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我
们该如何应变？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
赢”“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
动效应”“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再一次向
世界发出开放强音。

这些声音，“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的
浙江人听得格外亲切。去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提出，浙江要在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代表委
员们认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必须放大开放格局、提升
开放能级、塑强开放优势，在全球舞台闯
出一片新天地。

机会总是眷顾有心人。从外贸大省
到开放大省，再到开放强省，乃至高能级
开放大省，浙江对外开放的蜕变路径清
晰可见，这些宝贵经验能加深对开放的
认识和理解，从而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打开发展格局

初春，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这里依
然洋溢着新春的喜庆。“从正月十二开市
至今，生意比往年同期都要好，订单已排
到3月底，今年计划开拓东南亚市场。”力
天玩具的老板娘陈美君开心得合不拢嘴。

在这里，中欧班列是义乌小商品
“走出去”的物流首选。“比海运快，比空
运便宜。”陈美君用一句话总结中欧班
列的优势。2023 年，“义新欧”中欧班
列首次突破 1600 列，进出口货运量同
比增长 8.7%，作为海运替代方案的作用
愈加显现。

与义乌相距 200 多公里，嘉善县西
塘镇东北的祥符荡内绿意盎然。3400
多亩水域水清岸绿、鱼翔鸟栖，荡畔更是
热闹，长三角创新载体争先恐后入驻，一
派日新月异的景象。

这几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清华
长三角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刘
锐，经常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调研，与三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对
这里的变化感触颇深：“从接轨上海到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浙江开放格局正在
打开。”

这些年浙江对外开放正在经历一场
站位升格——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下，以服务全国、放眼全球的视野谋划，
把省域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衔
接，让战略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与时代
和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首先是市场。过去一年，全球经贸
形势极为严峻，下行压力明显加大，浙江
一度出现进出口“双降”，“宁波舟山港集
装箱空箱率高企”屡上热搜。起跑受阻
不可怕，浙江人忙着开拓新市场，“一带

一路”国家市场成为新蓝海。
数据显示，2023年对“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出口占浙江出口的 49.7%，增长
贡献率119.6%。去年一季度，东盟超过
美国，稳居浙江第二大贸易市场。

其次是要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浙江无疑是受益
者。优质资源要素涌入长三角金南翼，
无论是近在咫尺的嘉兴、湖州，还是浙南
的温州、台州，都依托国家战略实现了高
质量发展。

联合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
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推动
通苏嘉甬铁路等一批多年想干的轨道项
目实现开工⋯⋯从科创到产业，从交通
到民生，浙江未来必将进一步打开发展
格局。

提升开放能级

对外开放，何以高水平？关键在于
能级。

对浙江而言，其实就是一句话：以深
入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
工程”为牵引，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
交通强省建设，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和
水平。

灯火通明，不舍昼夜。数以万计的
集装箱从宁波舟山港出发，漂洋过海涌
向世界各地。全国人大代表、宁波舟山
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卸
船机司机、卸船机班副班长郑国，每天目
睹这一切，见证了东方大港的繁荣发展。

作为港口一线成长的技术工人，郑

国代表今年特意装了几袋铁矿石赴京。
“这些年，我们抓一斗矿石的时间从 55
秒缩至53秒，这两秒体现了港口对生产
效益的持续追求。”他说，小小铁矿石见
证了宁波舟山港向世界一流强港奋进的
不懈努力。

世界一流强港怎么建？去年以来，
省委、省政府把世界一流强港建设作为
三个“一号工程”的重要抓手和十项重
大工程之一，连续多次高规格召开部署
推进会，专题研究深化相关改革，起草

《深化世界一流强港建设改革的若干意
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国际经济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浙江发展规划研究
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秦诗立认为，
宁波舟山港的新竞争力，要将吞吐量优

势、集装箱业务与腹地经济充分结合，让
港口与城市、贸易、产业之间产生化学反
应，全面提升港口能级。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硬件”，制度型
开放则是“软件”。近年来，浙江紧抓新
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下的制度型开放机
遇，把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
放平台作为主战场，加快形成贸易投资
合作的新机制新模式。

从岱山县一路向西，驶过鱼山大桥，
孤悬东海的鱼山岛已变了模样。作为国
内首个“离岛型”石化基地，岛上“钢铁丛
林”拔地而起，无数管道连接着储罐、高
塔和锅炉，在夜幕之下灯光璀璨。

远处的舟山虾峙门外锚地，一艘来
自澳大利亚的散货船正在加油，全程无
需人员上下、无接触供油。几个小时后，

加完油的船舶办妥离港手续，驶往下一
个港口。

不断完善的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
心，持续优化的船舶通关数字口岸营
商环境⋯⋯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片区
以油气全产业链为重点，通过制度创
新推进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截至目前，该片区累计集聚油气
企业逾万家，已形成万亿元级油气产
业格局。

再塑市场优势

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终是闯出来、干
出来的。

今年春节，宁波外贸企业格外忙碌，
184 家企业、375 名展商的足迹遍及欧
洲、亚洲和北美，创下同期出境参展企业
数、展位数及参展人数新高。

宁波铖亿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于
明就是其中一员，20 天时间跑了法国、
丹麦、美国、德国4个国家。“这两年出口
额极速下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迫切
想要拿到新订单。”于明说。

主动出击，是应对需求减弱、成本上
涨、供应链调整等困难的最好选择。
2023 年，浙江组织的“千团万企拓市场
抢订单行动”，累计派出团组超2800个，
达成首单订单近 1900 亿元；今年，浙江
将继续擦亮“千团万企”品牌，开展好新
一轮拓市场增订单行动，助力开拓新市
场，抢抓新订单。

除了敢闯敢拼，高水平开放还考验
识变应变求变的能力。浙江民营企业是
其中的佼佼者，都是经过市场大浪淘沙
一路成长壮大的，具有更强的韧性和抗
打击能力。

一直以来，浙江以开放的确定性应
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最大的优势就
来自于民营经济。

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
冠巨告诉记者，近年来，传化化学布局荷
兰、泰国、卢旺达等海外基地，打造全球
化制造平台和本土化销售网络，海外业
务的收入占比 15.5%。“事实表明，浙商
足迹遍及全国、全世界，对浙江发展是一
种促进。”徐冠巨代表说，“地瓜经济”是
发展所需，更是主动为之，需要更加坚定
开放步伐。

融入新发展格局，企业永远是主力
军。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表
示，如今的浙江，优势比以前更多了，如
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内联外通的市场
优势、协调发展的布局优势等，更要跳出
浙江发展浙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
世界，最大限度发挥各类主体的积极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做到让民营
企业放心、放胆、放飞，开放的大门就会
越开越大。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如何构建——

在全球舞台闯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记者 金 梁

专家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国际经济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当前世界经济
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
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宏观背景下，推动
高水平“走出去”，既是企业谋求用好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要之举，
更是落实“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
放工程”、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
抓手。

浙江在推进“走出去”上，一直敢
于探索、勇于创新，形成了以民营企业
为鲜明特色的“走出去”浙江样板。
2023 年，全省 1306 家境内主体在境外
投资设立企业 1493 家，对外投资涉及
制造业、科技研发和批发零售业等多
个行业。除了传统制造业通过并购、
绿地投资等实现国际布局，在数字经
济领域，浙江更是培育了一大批具有
国际视野、从成立初期就国际国内双
线并行的企业，也成为浙江高水平“走
出去”的新名片。我省数字贸易龙头

企业，如中南卡通、连连科技都深度开
展了国际业务。

浙江提出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
级“一号开放工程”，坚持高水平走出
去闯天下与高质量引进来强浙江有机
统一。高水平“走出去”，应该是拥有
更多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的“走出去”，
是“引进来”和“走出去”高效联动的

“走出去”，更是兼顾“安全”和“发展”
的“走出去”。一要持续做强企业主
体，继续实施“丝路领航”行动计划，培
育具备核心技术、品牌影响力大、国际

竞争力强的民营跨国公司，特别是依
托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支持浙江数
字经济、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开展国际
布局；二要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健全的
服务体系，为企业高质量“走出去”闯
天下提供保障，围绕金融、保险、法律、
安全等多个领域，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形成系统化、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三要
以国际投资带动国内发展，做好本土
跨国公司在浙江的总部建设，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境外利润返回
投资省内市场。

推动高水平“走出去”稳健前行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 陈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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