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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江苏省“走出
去”步伐加快，截至2016年底，江苏共有
1067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
覆盖 54 个相关国家，投资项目 513 个，
贸易总额达 1097.5 亿美元。庞大的经
贸数字背后是中国产品质量先行、服务
精准的真功夫。近日，《经济日报》记者
跟随国家质检总局“一带一路质检行”采
访团走进江苏，探寻出口大省的“一带一
路”经验。

中哈班列通达丝路

上午 9 时许，记者来到中哈（连云
港）物流中转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不
同批次的货物分类、整理，并最终以集装
箱形式装载。12 个小时后，一班重箱列
车承运着这些货物从基地出发，只需 6
天，就能准时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
木图。

“中哈物流合作项目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国际上第一个落地的实体项
目。现在哈方已将连云港口岸视为进入
中国、面向世界的‘黄金通道’。”中哈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斌如是说。今
年 2 月份，首列装载了 720 吨哈萨克斯
坦小麦的火车由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
中转，并在江苏连云港口岸换装海运出
口越南，这是哈萨克斯坦小麦首次从中
国过境发往东南亚市场，也促成了连云
港成为哈萨克斯坦小麦过境中国唯一的
离境口岸。

“目前班列运转良好，我国西行货物
包括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医疗器械、纺
织品等，基地已实现点对点快速通车，列
车到哈萨克斯坦的全程运行时间由 12
天缩短了一半。”刘斌告诉记者，物流基
地自2014年建成后便逐渐盈利，截至今
年 5 月份，已累计进出货物 721 万吨、集
装箱48万标箱。

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首
个节点城市，也是江苏建设“一带一路”
交会点核心区和先导区的实践。连云港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顾忠盈指出，连
云港中哈班列的运行正是以铁海联运方
式将哈萨克斯坦小麦快速运抵东南亚市
场，破除哈粮食受地理位置所限出口难
的阻碍，同时解决了中亚、中欧班列运载
实箱出去多返回少，返程空载比例大的
难题。

顾忠盈介绍，连云港口岸还为过境
哈麦推出创新监管模式——“集改散”。

“集改散”顾名思义就是把集装箱改为散
货运输，将涉及入库落地的哈萨克斯坦
过境小麦，做到在连云港口岸不能丢失、
携带的有害生物不能传入、下脚料及粮
食尽量不撒漏。此举为两国间愈加频繁
的粮食经贸往来打通了更为便捷的运输
通道。

数据显示，2016年连云港口岸吞吐
量达2.21亿吨，集装箱超470万标箱，领
跑江苏口岸，有力拉动了交会点核心区
的快速发展。检验检疫部门精准对接连
云港“中转基地”建设需求，与新疆霍尔
果斯口岸实施点对点合作，实现两地班
列“随到随检、随检随放”，“零待时”服务
品牌初具效应。2016年“连新欧”“连新
亚”班列共开行 469 列，4.69 万标箱，运
量居全国班列之首。

大国品牌合作共赢

作为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也是江苏省唯一的装备制造业（工
程机械）示范基地，徐州已拥有规模以上
工程机械制造企业 358 家，不仅有徐工
集团等当地优势企业持续发展壮大，而
且德国利勃海尔、美国特利马克、韩国斗
山等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也相继入驻
徐州，形成具有徐州特色的现代装备制

造产业体系。
“企业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

生产当地化、销售本地化，为‘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徐工集
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刘建森说，近年来
集团加快“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布局，研
发制造了一大批适应东南亚湿热气候、
俄罗斯寒冷低温气候、中东沙尘干热气
候等型谱产品，切实有效地助推企业在
当地落地生根。

为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新局面，徐
工集团还采取合资共建等方式，与“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共商共建、双赢发
展。2014 年 5 月份，由徐工集团与乌
兹别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合资建立的工
厂正式投产，当年销售各类挖掘机、推
土机产品 161 台，投产当年即实现盈
利。目前，徐工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市
场占有率达 90%以上，还进一步辐射
周边国家，提升了徐工在中亚的市场建
设和品牌影响。

据统计，徐工产品已出口“一带一
路 ”相 关 48 个 国 家 ，占 出 口 总 额 的
76.1%，营销渠道覆盖“一带一路”42 个
国家，巴西、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市场占
有率位居前 3 位。不久前，徐工集团 10
台履带起重机还参与到以色列阿什杜德
港项目的设施建设中，在民族工业践行

“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了卓越成效。

民营企业协同发力

“一带一路”建设如火如荼，势必带
动一大批着眼全球、实施国际化战略和
资 本 运 作 的 优 秀 民 营 企 业 不 断 参 与
其中。

“日出万绸，衣披天下”，这是素有
“中国第一布市”之称的苏州吴江区盛泽
镇的真实写照。盛泽镇是我国丝绸纺织
品主要生产和出口基地，现拥有纺织企

业 2500 多家，年产面料 130 亿米，如今
已是千亿元级产业。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为盛泽这个聚
集了数千家民营企业的小镇提出了新的
挑战。通过品牌合作、设置办事处和研
发中心等方式，盛泽已与“一带一路”相
关40多个国家达成经贸往来，提升了市
场占有率。“东方纺织城、云纺城、绸都网
等平台还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模式，借助

‘网上丝绸之路’鼓励民企直面海外市
场、参与全球竞争。”盛泽镇党政办主任
沈跃华补充道，盛泽还与“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接交流，拓
宽了丝绸之路“朋友圈”。

2015 年 8 月份，吴江出口丝绸纺织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正式启动，通
过聚集丝绸纺织等方面的优质企业，凝
心聚力助推纺织品产业加快“走出去”
步伐。

为扩大示范区丝绸纺织产品出口，
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是关键。吴江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副局长王小峰介绍，检验检
疫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共建

“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组建出口
丝绸纺织产业质量促进委员会，推动标
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技术
基础水平提升；建立综合管理公共服务
平台和公共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平台，为
示范区开展灵活高效的出口通关和监管
模式积累经验。

不仅如此，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以
吴江地区为例，共签发出口“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各类优惠原产地证书 4527
份，签证金额达 2.03 亿美元。按 5%的
平均关税优惠计算，出口产品即可享受
进口国关税减免 7000 多万元。通过简
政放权、优化流程、“一对一”帮扶等多项
举措，江苏检验检疫局帮助出口产品利
用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对接“一带一
路”走出去工程做大做强。

出口大省江苏探寻如何“走出去”——

练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真功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自“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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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江苏吴江出口丝绸纺织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的盛虹集团纺织品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在检查丝线。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第十
八届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暨美国
纽约服装面料展、纽约国际服装采购展
和纽约国际家纺采购展当地时间7月17
日 在 美 国 纽 约 贾 维 茨 会 展 中 心 拉 开
帷幕。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览会由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与法兰克福展览

（美国）公司承办，中国参展商以国家展
团形式嵌入到同期同馆举办的三大专业
展览会中，形成产业链系列展览会。来
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韩国、印
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危地马拉、埃及、
土耳其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地区在内的近千家参展商参展，并与同
期在贾维茨及纽约其他展览中心举办的
几个展会共同组成了本年度纽约纺织
周，汇聚全球优质行业资源，贯通全球产
业链资源。

相比前几届展览，本届展会规模较
去年同期扩大 33%，中国参展企业共计
650 家，连续参展企业占比逐年提高。
来自苏州的32家服装及家纺企业以“苏

州名品巡展”的形式亮相本届展览，向海
外客商展示涵盖服饰、家纺、配饰等优质
产品。

近年来，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
直是业内关注的话题,同时服装消费者
和设计师对采购的需求变化也是重点关
注方向。本届展会首次举办了“新行业
圆桌会议”，分别从可持续发展和独立设
计师成长等角度解读行业关注热点。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徐迎新
表示，本次展会上各国优质参展商均带
来了符合潮流和采购趋势的最新产品，
并首次在面料展区引入数码印花展区。
本次纽约展的蓬勃态势，充分展示了国
际纺织同仁对纽约展的认可与信赖。谈
到本届纺织展，徐迎新指出，美国不仅是
中国纺织业密不可分的重要贸易伙伴，
也是中国纺织企业国际布局的核心关注
国家。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作为
中美纺织业贸易对接的重要平台之一，
将在促进中美两国纺织业更具深度和广
度的投资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表示，中
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不仅见证了中

美纺织品服装贸易的飞跃式发展，也见
证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中
美经贸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凸显互利共赢的本质，也为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法兰克福展览公司董事德特勒夫·
博朗说，纽约展举办至今取得了令人振
奋的成绩。例如，纽约 TEXWORLD 服
装面料展的参展商数量与 2016 年相比
增加了 18%，参加纽约国际服装采购展
和纽约国际家纺采购展的参展商分别增
加了 29%和 32%。他表示，如果没有中
国这样的合作伙伴，是不会取得如此成
绩的。

根据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贸易数
据，美国4月份进口纺织品服装77.27亿
美元，同比增加 0.59%。从中国进口纺
织 品 服 装 26.2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加
6.59%，环比增加36.54%，占美国进口总
份额的33.95%。可见，中国纺织服装企
业对美贸易迎来利好。6 月中旬，美联
储 FOMC 会议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
明，联邦基金利率加息 25 个基点，这对
于出口型企业也是重要利好。

第十八届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在纽约开幕

中美纺织业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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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三
届欧洲论坛巴黎站日前闭幕。近 400 位来自中法两国政商
界、学术界及投资界的领军人物，以及3支由中欧校友组成
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齐聚一堂，开展中法投资对话，深入解
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下的投资热点，共享全球机遇。

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第一副会长费德里科·维尔纳斯
（FRéDéRIC VERNHES） 在致辞中表示，目前中国对
法国直接投资只占法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2%，中法
经贸合作发展空间巨大，法国企业应该更多从中国企业家的
想法和角度考虑，更好地营造双赢局面。

中国驻法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高元元女士在演讲中指
出，中法建交 53 年以来，两国友谊不断加深，双边关系处
于最佳状态，法国各界对中法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合
作表示出了强烈兴趣。在刚刚结束的 G20 会议上，法国总
统马克龙也表态希望加强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中法
关系。高元元强调，中法经贸合作前景远大，中国是法国在
亚洲最大的合作伙伴，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第四贸易伙伴，相
信中法合作的未来将翻开新的篇章，在发挥示范效应，实现
高水平互动共赢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演讲中表示，今年5月份，作为总
统马克龙的特别代表曾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他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多边合作中发挥
作用，这对于世界力量的平衡和实现多极化世界的愿景都非
常重要。他强调，法国各界重视法中关系，将积极支持和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

论坛还就“中西方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动机和路径”“中
法投资成功案例”“法国创新—投资的关键”等主题开展了
小组讨论。

中法投资对话在巴黎举行——

法国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2017中法投资对话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李鸿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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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利好因素推动——

中国游客欧洲游上半年快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郑彬报道：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携程
旅游、华远国旅共同发布的《上半年赴欧洲旅游趋势报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同比实现了65%的增长，
其中跟团游实现了81%的高增长，目的地跟团游增长翻番，增
长率达 103%。目前，跟团游依然是欧洲游的主要方式，有
85%的国人选择了跟团方式。同时，尽管选择“自由行”的中
国游客占比仅为15%，但增长速度也较快，自由行游客规模同
比增长了26%。

《报告》认为，欧洲游的持续升温受到三大利好因素推动：
一是赴欧新航线持续开通，运力增加，节省了旅途时间；二是
欧洲国家增设在华签证中心，提升了签证便利服务；三是部分
欧洲国家对中国公民签证政策逐步放宽，如今年塞尔维亚、黑
山成为欧洲对华免签的首批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游客越来越青睐深度游。以意大利为例，
网上最受欢迎的玩法是意大利一地(10 日)，以 22%的比例排
名第一，其次是法意瑞(10日)、法意瑞+1国(12日)等。从游客
评价看，中国游客对于欧洲游整体满意度达 94.8%。从网上
数十万跟团游客的点评看，平均评分高达4.7分（5分制）。欧
洲游从硬件配套、导游服务、行程规划等方面均获得了游客高
度认可与好评。

《报告》认为，未来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将呈现两大发展
趋势：一是随着二三线城市欧洲开航及包机增多，欧洲游客源
市场将向二三线城市分流渗透，且以经济型旅游团为主。一
线城市将倾向于选择精品化、深度化旅游产品；二是“自由
行”、半自助游市场会有较大增长，私家团、定制游成为部分客
人的选择。

图为欧洲著名景点丹麦伊埃斯科城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