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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欧洲专利局最新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收
到来自中国的 13432 项专利
申请，同比增长 9.9%，中国在
欧洲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数量
创历史新高。

与 2019 年相比，欧洲专
利局收到的大多数技术领先
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都有所
下降。美国的申请数量下降
4.1%，欧洲地区的申请数量下
降 1.3%，日本的申请数量下
降 1.1%。增长较大的国家除
中国外还有韩国，韩国的申
请数量增长 9.2%。前五大专
利 申 请 国 是 美 国 、德 国 、日
本、中国和法国。

中国专利申请最多的三
个技术领域是数字通信、计
算机技术，以及作为一个领
域 的“ 电 力 机 械 、仪 器 、能
源”，其中数字通信领域专利
申请占所有国家在欧洲专利
局同领域专利申请的 26.5%。

华为是 2020 年欧洲专利
局第二大专利申请人，共申
请 3113 项专利，仅次于韩国
三星。OPPO、小米、京东方
和中兴也位于欧洲专利局 50
大专利申请人之列。

受疫情影响，制药和生物
技术两个领域的专利申请在
所有技术领域中增长势头最
猛，分别增长 10.2%和 6.3%。
运输业专利申请在 2020 年跌
幅最大，下降 5.5%。

（任珂 张远）

当下，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
峻，中国外贸却“淡季不淡”，今年
前 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5.44万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2.2%，继续
保持向好势头，这显示出中国经济
的强大活力，正在为全球贸易复苏
注入强劲动能。

外贸在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规
划提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
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
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促进
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
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快培育参
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跨境电商逆势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从以要素驱动转向以制度创新
和模式创新驱动，对外贸易的形
式、内容、方式都在提升。”中国贸

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正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其中包含三个转变，即：从原来的
货物贸易到现在的服务贸易、从促
进出口到进出口同时推进、从传统
的贸易模式到电商新型平台贸易，
都在加速转变，尤其是双循环的提
出，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国际市场的
融通。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模
式，鼓励建设海外仓，保障外贸产
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王义桅表示，当前在新冠肺炎
疫情下，跨境电商平台确保了采购
的稳定和货源的长期供应，对维持
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非常重要。数
据显示，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同比增长1.9%，其中跨境电

商进出口同比增长31.1%。在线下
贸易受到冲击的同时，跨境电商不
仅助力防疫和“宅经济”相关品类
迎来出口较快增长，还推动机械、
家居园艺、消费电子、美妆、包装印
刷等行业在一些平台实现交易额
增速翻番。

中欧班列也发挥国际铁路联
运独特优势，尤其是跨境电商出口
专列为全国跨境电商货物出口提
供了重要集散通道。今年首列中
欧班列长安号跨境电商出口专列2
月从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始发，
一路向西，到达德国纽斯。组织本
次专列货源的西安百福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翔介绍说，本
次专列搭载的商品主要来自义乌、
深圳等地，搭乘长安号抵达纽斯
后，转运至企业的比利时海外仓，
分拨至欧洲各国。“12天运抵，2天
分拨配送，欧洲消费者全程最快14

天就能拿到商品。”

国际市场布局更加优化

“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出口
政策，优化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
稳步提高出口附加值。优化国际
市场布局，引导企业深耕传统出
口市场、拓展新兴市场，扩大与周
边国家贸易规模，稳定国际市场
份额。

“我国出口政策实际上是采用
了多种组合方式，一些自贸协定、
投资协定等使政策受到一定约束，
但也推动了中国向更高质量的出
口贸易转型。”王义桅说道，未来，
我国既要深耕东盟等传统周边市
场、拓展中日韩的数字化市场，还
需与欧盟在新能源、气候变化、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加强经贸合作。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的报关经理孙鹏琳介绍说，公

司在东盟的业务发展态势良好，目
前，公司的主营产品变频器、光伏
逆变器在越南市场份额已超过
25%以上。浙江宁波的狮丹努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华杰表示，
当前，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今年以
来的出口情况可以用“增长迅速”

“形势一片大好”来形容，一二月，
公司出口创汇达9600万美元。

王义桅表示，AEO（经认证的
经营者）互认的实施也让企业享受
到更多通关便利，使得出口货物通
关时效有了保障。据悉，截至2020
年底，中国海关已经与新加坡、韩
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关实
现 AEO 互认。在疫情下，为了实
现产品快速通关，中国开通了与多
个国家关于人员往来的“快捷通
道”和货物通关的“绿色通道”，对
于外贸合作起到稳定作用。

（下转第2版）

进出口协同发力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雕塑名为《闯》，立在深圳市博
物馆老馆门前——健硕的巨人奋力
撑开一扇大门，迈向一片新天地。

富有张力的画面意味深长，有
人从中领略深圳这座城市的独特气
质，也有人从中体味经济特区建设
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
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来。”1979 年 4 月，广东省委负责人
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
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
志这样回答。

那年 7 月，蛇口工业区响起填
海建港的开山炮，始于中国南海边
的“春天的故事”，拉开序幕。第二
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
区。1984 年 5 月，又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春天的故事”由
南往北，昂扬激越。

故事里洋溢着“闯”的精神。打
破奖金分配“大锅饭”，实施定额超
产奖励制度——当年蛇口工业区首
创的“4分钱奖金”制度，开启了分配
制度改革的大幕。从工程招投标制
度，到干部人事制度，从劳动用工制
度，到城市居民住房制度……40多
年来，深圳累计创造 1000 多项“全
国第一”，成为当之无愧的改革“试
验田”。

故事里充满着“创”的劲头。创
办厦门特区，当时面对的只是一片
荒芜的丘陵。一张白纸上搞建设，
资金更是紧巴巴，出路在哪？厦门
率先试水举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
特区基础设施开发由香港中银集团
注入资金，机场建设向科威特海湾

基金借债……如今的厦门已成“高颜值”的海上花园
之城，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故事里鼓荡着“干”的作风。从“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响亮口号，到国贸大厦“三天一层
楼”的“深圳速度”，深圳人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
多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
的历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济特区的沧桑
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

“当年的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
济特区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
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2020 年 10月 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
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外郑重宣示：“深圳等经
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
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
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深圳南头半岛，与蛇口一山之隔，便是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里是深圳改革新地标，“三天
一制度”的制度创新，再度引人瞩目。2015年 4月，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正式
挂牌成立，新老改革地标携手再出发。截至 2020年
底，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610
项，58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历史接续看似巧合，却自有其逻辑——永葆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更多“春天的
故事”还在续写。

（人民日报记者 颜珂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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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石岛新港跨境电商9610直购进口货物运输保持良好势头，成为跨境电商9610
直购进口业务重要的中转港。今年以来，石岛新港抢抓海运业逐步复苏的有利时机，以稳定航线为核心，促传统贸易向现代国际贸易转
变。图为石岛新港码头上的一艘大型客滚轮正在卸货。 中新社发 杨志礼 摄

中国在欧洲专利
申请数量创新高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截至目前，公司产品本月在线上
渠道的询盘量环比增长了 2 倍，成交额
增长了 3倍。”

3 月 16 日，北京中科同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外贸一部主管房蓉面对记者，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成交最快的一单
只用了不到 48个小时，单品的线上曝光
率增长了 30倍。”

中科同志是一家专业的电子组装
设备、半导体设备、微组装设备和服务
提供商，主要从事表面组装技术（SMT）
生产设备、半导体设备、微组装设备及
核心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SMT是
电子组装行业里最为流行的一种技术
和工艺，广泛应用于电子元器件的制造
和研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科
同志及其子公司拥有 165 项相关专利，
产品与服务除在国内，还覆盖亚洲、欧
洲、北美洲的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今年线上渠道的销量爆增，房
蓉感到也有些意外。为了证明这些数据
的真实性，她现场为记者打开了阿里巴
巴国际站的后台页面。“中科同志与阿里
巴巴国际站的合作已经进行了14年。这
期间，销售额始终都在稳步增长。”

据她介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公司国际贸易线下销售渠道受影响
较大。“我们以往每年还会参加一些线
下展会，但从去年开始，产品都改在线
上销售。”2020年，中科同志全年产品和

服务的销售额突破 4000万元，其中外贸
占比超过 10%。

在房蓉看来，与传统外贸形式相
比，由于节省了差旅费用和时间，线上
渠道的成本支出更少，收益也更高。“在
线上，没有了人情往来，客户关系也变
得简单。只要产品够好，价格公道，就
不愁没有买家。通过后台数据，我们也
能更好地了解客户喜好。线上平台还
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赋能，帮助我
们更好开展业务。”

如今，已经有着 10多年工作经验的
房蓉，谈起线上渠道给外贸销售带来的
改变充满新奇感。为了让自家的产品
更好卖，她从去年开始接触一些新奇有
趣的玩意儿。摄影和摄像成为了工作
中的必备技能，包括打光、收音，她已经
可以驾轻就熟。因为这样可以让企业
的产品卖得更好。“直播和 VR 探厂，让
客户仿佛身临其境，真正做到了想看哪
里就看哪里。有问题随时问，让客户更
放心。”

时下，跨境电商正在不断刷新越来
越多像房蓉这样的从业者对于外贸行
业的理解。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也将
目光投向这一新的领域。

2020 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外贸逆势翻盘，跨境电商成为增速
最快的贸易方式，同比增幅达 40.1%。

阿里巴巴国际站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0年全年平台实收交易额按美元计价
同比增长 101%，订单数同比增长实现翻
番。今年 1月，阿里巴巴国际站上，中国
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177%。3 月“新贸
节”首周实收交易总额同比增长 171%，
订单数同比增长 121%，支付买家数同比
增长一倍多。仅用4个小时，就超越去年
同期“新贸节”首日实收交易额。

除了产品卖得更多，国内与跨境电
商的企业注册数量也在增长。企查查
提供的数据显示，近 5年来，我国跨境电
商相关企业的年注册量从 2016 年的
2975 家，持续增长至 2020 年的 5767 家，
增长幅度达 93.8%。2020 年，国内跨境
电商相关企业的年注册量同比增长率
更是达到 61.8%，为近 5年来增幅最大的
一年。

企查查数据分析师告诉记者，随着
我国与各国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日益
提升，物流、供应链金融、外贸综合服务
等领域的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新动
能，加之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
分行业的海外订单需求在短时间内激
增，促进了我国跨境电商在 2020年的巨
幅增长。

而从更加长远的时间轴上来看，跨
境电商为外贸行业带来的改变或许更
大。3月 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
于 2020年中国外贸情况，以及近 20年跨
境电商发展情况，发布《数字化新外贸

趋势发展报告》。《报告》称，以跨境电商
为代表的数字化新外贸快速发展，成为
各国贸易市场和规则竞争的焦点。据
估计，到 2035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
50%有望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来表达。

《报告》认为，数字化新外贸已经成
为中国外贸商家进行国际贸易的第三
个阶段。这个阶段以全链路跨境电商
平台为核心，衔接贸易环节的参与者，
通过一站式跨境供应链服务体系，形成
跨境 B2B 交易从商机到履约的闭环。
买卖双方可以在全链路跨境贸易平台
上完成全部交易和服务过程。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国数字化
新外贸实现了业态完善和规模扩张的
过程，已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数字化新外贸以其降本增效和对
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将为‘双循环’提
供新路径和新动力，有效促进‘六稳’。”

《报告》称。
2月 24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则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后，外贸的新业态新模式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跨境电商出口呈
现两位数高速增长，说明这些新业态新
模式有很强的生命力。

“总有一天，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
数字化新外贸可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而那一天的到来，也许就在不远
的将来。”房蓉说。

数字化重塑外贸新渠道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