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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要闻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 70 周
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的
重要视频致辞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
有关指示要求，加强外资企业服务工
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近日在四
川成都主持召开贸促系统西部片区座
谈会。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出席会议
并致辞，西部地区 13 个省区市、副省
级市贸促会代表参加座谈。

会议指出，在中国贸促会和地方
贸促会设立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
是国家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一个多
月来，全国贸促系统迅速行动，真抓实
干，专班各项工作初见成效，受到各方
支持和认可。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完善工作
机制，加强协调联动，积极收集反映并
推动解决外资企业诉求，为稳住经济
大盘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蓉期间，任鸿斌与四川省委副
书记、省长黄强会谈，就助力四川加快
建设内陆开放战略高地交换意见，主
持召开外资企业座谈会，并赴戴尔、易
明半导体、西门子、一汽大众等公司开
展稳外贸稳外资调研。 （李文）

本报讯 全国贸促系统北部片区
座谈会、中国贸促会外资企业座谈会
日前在辽宁大连召开，中国贸促会副
会长柯良栋主持会议并讲话。

柯良栋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利用外资工作，在中国贸促会和
地方贸促会设立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
班，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全国贸促系
统北部片区座谈会主要是了解贸促系
统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成立和运行
情况，推动专班工作走深走实，为吸引
更多外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作出
积极贡献。外资企业座谈会主要是直
接听取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跟踪推动解决，增强外
资企业在华投资和发展的信心。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等
11家地方贸促会代表，大连市外资企
业代表等分别参会。 （张文）

西南边疆的云南、广西，有人口近
一亿，陆地边境线 5000 多公里。过去，
西南边疆“老、少、边、山、穷”，如今，贫
困山乡变成了美丽宜居的小康家园，边
陲末梢变成了我国开放前沿，云岭壮乡
气象一新。

脱贫攻坚 圆梦小康

45岁的王世荣，做梦也不曾想：当年
差点冻死在高黎贡山上的独龙族少年，
有一天能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并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王世荣是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

村原党总支书记。他小学五年级时，和
几个同学结伴翻越高黎贡山回家，路上
要走5天4晚。最后一晚，大雨浇灭了他
们的篝火，孩子们蜷缩在凄风冷雨中，抱
头哭泣……

饥饿和寒冷，伴随着王世荣的童年。
在党和国家关心帮助下，最近十余

年，云南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独龙族脱
贫攻坚。从修通穿越高黎贡山的公路，
到为每家每户盖安居房；从培育草果、重
楼、独龙牛等特色产业，到学习使用家
电、电商购物和直播带货……独龙族大
踏步赶上了时代！

云南、广西都曾是我国脱贫攻坚主
战场，2020 年，随着最后一批贫困县摘
帽、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
扰云岭高原、壮乡大地千百年的绝对贫
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广西凌云县浩坤村原为深度贫困
村，地处喀斯特山区，几个狭窄的“猪笼
洞”曾是村子通往外界的必经通道。随
着旅游扶贫推进和高速公路开通，当地
将浩坤湖打造为网红景区，成为人们向
往的“诗和远方”。

边陲末梢变开放前沿

广西与越南接壤、毗邻北部湾，云南
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历史上，
广西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云南是
茶马古道起点和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通
道。但在近现代，交通设施落后制约了
西南边疆开放的步伐。

如今，一条条高速公路、铁路在云岭
壮乡纵横交错，见证了我国西南边疆从

“山间铃响马帮来”到“通江达海连世界”
的历史性变迁。

广西崇左市，被形容为“打开门就是
越南，走两步就进东盟”。在崇左凭祥市
友谊关口岸，电子元部件、机械装备、纺
织产品等中国货物经此发向越南，来自
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的榴莲、山竹等热
带水果经此进入中国。

凭祥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石
春燕说，2021年友谊关口岸进出口货值
达3242亿元，同比增长32.72%。“中国造”
越来越受到东盟市场青睐，东盟热带水
果、海鲜、大米等产品也更多地进入中国
千家万户。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老铁路开通运
营。半年多来，中老铁路客货两旺，国际
物流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00 万
人次；累计发送货物 494万吨，其中跨境

货物82万吨。
今年 5 月 28 日，首趟中缅新通道

（重庆—临沧—缅甸）国际铁路班列 60
个标箱的货物，从孟定清水河口岸报关
出境进入缅甸。云南省临沧市商务局
局长周永智说：“这标志着中缅印度洋
海公铁联运物流大通道建设取得新的
关键性进展。”

建设中国（云南）、中国（广西）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云南瑞丽、云南勐腊
（磨憨）、广西东兴、广西凭祥、广西百色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一系列开放新
平台落地云南、广西，引领西南边疆打造
沿边开放新高地。

产业崛起支撑高质量发展

金沙江上，白鹤起舞。
6月 28日，在建规模世界最大、单机

容量全球第一的白鹤滩水电站，迎来首
批机组投产发电一周年。至此，白鹤滩
水电站已有9台机组投产，累计发电量达
291亿千瓦时。其全部投产后，装机容量
达 1600 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可达
624亿千瓦时，是又一座“大国重器”。

白鹤滩是我国水电新名片，也是云
南绿色能源代表。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
师李勤介绍，目前云南电力装机超过1亿

千瓦，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超 85%。2020 年，能源产业跃居云南第
一支柱产业。

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改革
委主任岳修虎说，云南加快推动绿色能
源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魏桥创业集
团、河南神火、中国铝业等铝业巨头相继
入滇，隆基绿能、通威股份、阳光电源、晶
澳科技等光伏领军企业进驻云南，宁德
时代、德方纳米、亿纬锂能、贝特瑞等新
能源龙头也纷纷在滇布局。

在广西，10个千亿级工业产业集群
已经形成，内燃机、工程机械、乘用车等
产量进入全国前列，新能源汽车产量占
到全国七分之一。

广西崇左市被誉为“中国糖都”，全
市甘蔗种植面积 400 万亩以上，年产糖
200万吨以上。近年来，当地推进糖业体
制机制改革，稳定甘蔗种植面积，巩固提
升高产高糖基地建设，甘蔗种植机械化
水平、亩产量、含糖量持续提高，为国家
重要农产品保供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
作用。

以绿色为底色的产业崛起，支撑着
云岭壮乡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陈一帆 丁
怡全）

云岭壮乡气象新

全国贸促系统西部片区
座谈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全国贸促系统北部片区
座谈会在辽宁大连召开

“美总开罗”轮近日靠泊
大连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卸
作业，标志着由达飞轮船等
合营的越泰线在大连口岸正
式开通运营。至此，大连口
岸外贸集装箱航线总数达
88 条。该航线将投入 4 条
2500TEU（集装箱计数）船
舶，每7天一个班期。其中，
进口产品以香蕉等冷藏货
物为主，出口则挂靠泰国林
查班、越南胡志明等港口，
货物包括化工品、矿产、金
属制品等。

中新社发 于心文 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海运价格
波动剧烈，“一箱难求”曾困扰不少依赖海
路运输的贸易企业。令人欣慰的是，今年
以来，一项重要指数的变化显示出中国供
应链趋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月 30 日，中国北方内外贸海运价格
的“风向标”——天津航运指数（TSI）收于
1883.11点，环比 5月末微跌 0.48%，较年初
下跌 3.39%，延续了下行走势。其中，北方
国际集装箱运价指数（TCI）收于 3073.01
点，较年初下跌13.37%。

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负责人
分析称，国际集装箱运价回落是TSI下滑的
主因。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海运供
应链运转效率提高，主要航线运价均有所下
调，航运指数平稳回落释放了出口企业复工
达产、港口运输稳步“回暖”的积极信号。

沿着曲折的海岸线向南，趋于稳定的
形势在中国另一个经济发达区域——长三
角同样鲜明体现。

在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集
装箱泊位已满负荷运转，万吨巨轮接连驶向
海平线。而在200多公里外的长江扬州港，
装载30件风电叶片和173件风电装备部件
的“奥伦”号通用散杂货船，也顺流而下驶入
东海。此前，已有两艘通用散杂货船由此启
航，搭载风电塔筒驶向澳大利亚。

炎炎夏日里，中国南方几大枢纽港口
开足马力、保障运输，新造船舶也相继出海
试航，其背后是工业企业的旺盛活力。

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周度统计数据
显示，7月 1日，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
指数为 4203.27 点，比年初历史最高位的
5109.60点回落近20%。

“航运指数轨迹反映了今年以来企业
所面临的集装箱运输市场变化，显示出供
需矛盾正在缓和、运输成本和效率向常态
回归。”全球捷运（上海）供应链科技有限公
司天津大区总裁卞辰明分析说。

航运指数也反映着中国沿海地区内贸流通领域
的发展活力。环视辽宁省沿海，一个个口岸繁忙有
序、运转高效。今年运营的“大连—宁波”内贸航线
搭建起物流运输保障的新“桥梁”，促进了东北地区
与长三角区域间的经济循环。

数据显示，国内沿海集装箱运价同样相对平
稳 。 6 月 末 ，沿 海 集 装 箱 运 价 指 数（TDI）收 于
1520.75点，较年初微涨 2.41%。该指数已重回平稳
上升通道。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表示，
相比国际航运价格，内贸海运价格曲线更能反映当
前中国经济冷暖。以稳为主的航运指数表明航运供
需基本恢复常态，这对于下一阶段经济的回升具有
重要指示价值。

疫情期间，中国通过引导主要国际班轮公司加
强在枢纽港口航线的航班和舱位投入保障，制定实
施定向降低沿海港口引航费收费标准政策等多种方
式，维持产业链供应链平稳有序发展。多名受访的
业内人士表示，这对于增强市场主体信心活力、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作用。

今年 1—5月份，主要国际班轮公司在中国主要
出口远洋航线累计投放 987万标准箱的舱位。中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至 5月，中国货物进出口
总额 160374亿元，同比增长 8.3%。中国在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王宁 刘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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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业发展态势向好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整体平稳，
各项助企纾困政策措施逐步落地，
我国服务业延续恢复态势。国家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7%，
比上月上升 6.9个百分点，重返扩
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连续两
个月明显回升。其中，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7.2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明显回升。

服务业景气面扩大
企业恢复信心增强

“6 月份，我国服务业企业经
营状况较 5 月份有所改善。”国家
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
师赵庆河表示，调查的 21 个行业
中，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的
由上月6个增加至19个，服务业景
气面明显扩大。其中，前期受疫情
冲击严重的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
有所回升，零售、铁路运输、道路运
输、航空运输、邮政、货币金融服
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
指数位于55.0%以上。

相关专家表示，在物流畅通及
复工复产提速带动下，我国 6月生

产性服务业明显改善。同时，随着
市场销售有所好转，生活性服务业
活跃度有所提升，批发零售等行业
运营条件明显改善，餐饮服务业降
幅也趋于收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研
究员刘英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服务业恢复良
好，一方面是因为 6月疫情控制相
对较好，在动态清零基础上，疫情
防控措施也更加精准有效，为服务
业带来很好的增长空间；另一方
面，中央和地方的稳经济政策相继
落地生效，涉及财政、货币金融、投
资、消费等多方面，尤其是 6 月各
地通过发放消费券等举措促进居
民消费加速释放，有效提振服务消
费，更大力度促进服务业发展。

从市场需求和预期看，6 月
份，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53.7%，比
上月上升10.0个百分点，服务业市
场需求回暖。服务业从业人员指
数为46.6%，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
点，服务业企业用工景气水平有所
提高。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为 61.0%，比上月上升 5.8 个百分

点，服务业企业对近期行业恢复发
展信心明显增强。

加速政策落地落实
下半年有望整体快速复苏

数据显示，6 月份，我国服务
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 53.3%，比上
月上升 0.8 个百分点。刘英解释
说，价格上升由多因素导致，一是
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油价等走升，
多国当前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
膨胀，美国 5月和欧元区 6月消费
者物价指数（CPI）增速高达 8.6%；
二是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制裁与反
制裁措施升级，使得能源、粮食等
价格上升；三是疫情仍对全球供应
链造成冲击，有效供给不足，进而
影响价格走势；四是大宗商品的价
格对服务业的投入品价格指数上
升有一定支撑作用。

“服务业投入品价格的微幅走
升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
济复苏。”刘英表示，服务业更多是
需求拉动型，价格小幅上升将促进
供给增加，激发产品质量提升、模
式创新，进而更好地满足市场需

求。“但我国现在经济正快速复苏，
需要严格控制价格的快速上涨，特
别是一些公共品的价格，以及涉及
核心CPI组成部分的商品价格，具
体可通过加大对企业的补贴和税
费减免力度等方式。”

对于下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
形势，专家普遍表示，服务业将持
续向好，有望实现整体快速复苏。

刘英表示，我国今年服务业前
期低增长、后期高增长的态势是必
然的。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短
期受到疫情抑制的经济正加快恢
复，上半年被压制的需求正在加速
释放，这些将有力拉动我国服务业
快速增长，相关数据和指标将出现
较大幅度的反弹。

为了更好促进服务业发展，刘
英建议，首先，要重视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作为经济拉升的“火车头”，
对经济稳健复苏非常重要。其次，
要加速前期这些政策的落地和落
实，尤其是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
公里”，并加强基础设施的“硬联
通”和制度规范的“软联通”，减轻
市场主体额外负担，改善和提升地
方营商环境。再次，要加快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在这方面加大投资力
度，为服务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
同时也促进服务业发展。最后，要
加大力度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特别
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为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力度。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郑伟表示，针对生产性服务业
企业轻资产、规模小、资金少、人力
成本高等特点，各地各部门应加大
调研力度，进一步细化政策举措。
此外，我国应继续推动服务业特别
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服
务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服
务业发展步伐。

有关人士表示，为优化服务业
结构，切实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
力，我国要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力
度，在开放合作中推动生产性服务
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打
造以科技研发、金融服务、信息服
务、现代物流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集
聚发展和开放合作新高地，引导生
产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分
工协作、各具优势特色的产业集
群，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
态势和发展环境。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工信
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
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五部门联
合发布《数字化助力消费品工业“三
品”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
出到 2025年，消费品工业领域数字
技术融合应用能力明显增强，培育
形成一批新品、名品、精品，品种引
领力、品质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不
断提升。

行动方案结合当前产业发展实
际和技术演进趋势，确立了数字化
助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的主要目标，明确到 2025 年，
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企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应用
电子商务的企业比例均超过 80%，
在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医药、
消费电子等行业培育200家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创建50个数字化转型
成效显著、特色鲜明、辐射力强的

“三品”战略示范城市等等。
行动方案提出数字化助力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三个方面 10 项
任务，明确要围绕健康、医疗、养老、
育幼、家居等民生需求大力发展“互
联网+消费品”，推广应用工业App
等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面向食品
等消费品行业，加快推动质量追溯
体系建设。 （张辛欣）

五部门发文提升消费品工业数字融合应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