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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天津海河消费季活动日前拉开帷

幕，图为天津市和平大悦城夜市场景。

吴 迪摄（中经视觉）

图② 天津永乐桥摩天轮，又称“天津之

眼”摩天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图③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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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以崭新姿态加速融

入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将消费提质扩容作为

扩大内需、引领增长的重要引擎，精心打造区

域商贸中心城市；另一方面，用好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买全国、卖全国”

“买全球、卖全球”功能，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

作 为 我 国 北 方 重 要 商 埠 ， 天 津 立 足 环 渤

海、辐射“三北”地区，连接东北亚、面向太

平洋，区位优势独特。“双中心”建设让天津

内 外 贸 发 展 明 显 提 速 ，“ 走 出 去 ” 和 “ 引 进

来 ” 蹄 疾 步 稳 ， 在 打 造 国 内 大 循 环 的 重 要 节

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中不断焕发新

活力。

内贸提质升级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商贸行

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度持续增强，商业增加

值占全市 GDP 比重超 10%，占全市服务业比重

超 15%，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12%，居服务业各

行业之首。

10 年 来 ， 天 津 消 费 新 业 态 新 模 式 快 速 发

展，网上零售额较“十二五”末翻了一番，年

均 增 长 20%以 上 ； 累 计 建 成 大 悦 城 、 天 河 城、

万象城等 87 个大型商业载体，商业面积 820 万

平方米，打造和平路商业街、古文化街、意式

风情区等 38 条繁华的商业街区，彰显城市时尚

活力；津门夜间经济快速发展，累计建成夜市

街区 20 余个，300 个特色深夜食堂，700 个 24

小时便利店、1000 个酒吧；天津批发市场体系

逐步形成了“一心、一环、十一集群”布局，

交 易 额 超 亿 元 的 交 易 市 场 达 46 个 ， 建 材 、 汽

车、农产品等行业形成超百亿元市场 6 个；冷

链 物 流 产 业 规 模 快 速 增 长 ， 现 有 冷 库 容 量 超

150 万吨，位居全国第 5 位，万吨级以上的大型

冷库占 86%，人均冷库保有量约 905 公斤，位列

全国第二。

津门消费提质扩容注重以民为本，目前已

累计兴建标准化菜市场 324 个，打造 30 个社区商

业中心、国家钻级酒家 91 个、1400 个便民超市

等便民网点，中心城区早餐网点超过 6000 家，

基本实现便民服务功能全覆盖。

天 津 市 商 务 局 党 组 书 记 孙 剑 楠 介 绍 ， 目

前，天津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114 项任务

已全面启动，聚焦消费地标建设 7 大领域 （金

街、五大道、意风区、佛罗伦萨小镇、老城厢—

古文化街、大运河公园、滨海亲海旅游），打造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要承载区。

外贸结构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跨境电商呈蓬勃发

展之势，尤其是 2015 年天津成为国家跨境电商

试点城市以来，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呈倍增态

势，复合年均增长达 2.67 倍。截至目前，天津在

境外布局海外仓超过 40 个。

10 年来，天津市进出口总额不断跃上新台

阶。截至 2021 年底，天津市进出口实际企业数

量为 1.1 万家，较 2012 年增长 31.8%；货物贸易

进出口额 1325.7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长 17.4%，

位列全国第 9 位；2021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实现

203.5 亿美元，按可比数据统计，较 2018 年增长

12.5%。

天津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10 年来，天

津市内资企业出口加快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

迅速成长，成为外贸发展的重要力量，出口占

比由 2012 年的 17%提高到 2021 年的 37.8%，提升

20.8 个百分点；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一般贸

易快速发展，出口占比由 2012 年的 48.1%提升到

2021 年的 56.3%，提升 8.2 个百分点。

天津出口市场更加多元。新兴市场规模日

益扩大，占天津市出口比重由 2012 年的 43.8%提

升到 2021 年的 52.8%，其中，东盟成为天津市主

要出口市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达

1288.9 亿美元，占天津市出口比重达 33.3%。

天津贸易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4 个综合

保税区功能不断升级，实现加工制造、研发设

计、物流分拨、检测维修和销售服务五大功能

全面落地；建设国家级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

构建集商品进口、保税仓储、分拨配送、展示

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贸易服务链，持续增强进

口集散功能；积极探索供应链金融，打造进口

特色商品集散地，飞机、汽车、肉类、乳品、

大豆、水产品、食用油在天津口岸进口量居全

国前列；促进贸易产业融合，获批了汽车及零

部件、石油装备、海工装备等 9 个国家级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

天津还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努力打造

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

争新优势，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逐步迈向

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

端产业。其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保持

对出口的支撑作用，2021 年天津市出口机电产

品 2366.6 亿美元，占天津市出口比重 61.1%；出

口高新技术产品 950.4 亿美元，占

天津市出口比重 24.5%，天津市

累计培育国际自主品牌达 86 个。

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

的服务贸易新业态，天津保税

维 修 再 制 造 行 业 亮 点 频 现 ，

2021 年 实 现 进 出 口 货 值 157 亿

元，同比增长 72%。

天津港保税区自贸工作局副

局长王达炜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天津港保税区依托辖区内制

造业基础，发挥党建引领共同缔

造的作用，全力推进保税维修再制

造产业发展。

目前，天津港保税区与东疆片

区、中心商务片区联合打造涵盖保

税维修再制造、融资租赁、国际保

理 在 内 的 产 业 集 群 ， 形 成 包 括 制

造、销售、融资租赁、保理、维修再

制造、二手交易 （市场） 在内的全生

命周期产业链。

开放平台拓展

如今，天津紧紧围绕加快打造国际

消费和区域商贸“双中心”城市建设，

积极融入全球发展大潮。从吞吐量与日俱增的

天津港，到区域发展新引擎的滨海新区，再到

功能日益完备的诸多口岸，一个个高能级开放

平台的崛起，为天津带来更多“引进来”“走出

去”的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实际使用外资按

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 6.7%。截至 2021 年底，

累计有 269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津投资。2017 年

至 2021 年，天津市设立境外企业机构 529 家，

中方对外投资额 109.6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 合 同 额 265.5 亿 美 元 ， 完 成 营 业 额 273.6 亿

美元。

天津口岸承载能力不断增强，新增货物通

过能力 9250 万吨、集装箱通过能力 256 万标箱、

滚装汽车通过能力 10 万辆、旅客通过能力 42 万

人次，同时积极拓展服务“三北”的内陆物流

营 销 网 络 ， 建 成 以 “ 北 、 中 、 南 ” 三 线 为 轴

心、10 大区域总部为节点、120 家“阳光物流”

直 营 店 和 加 盟 店 为 载 体 ， 服 务 14 个 省 （区 、

市） 的内陆物流营销网络体系。

通过推广进口“船边直提”、出口“抵港

直 装 ” 模 式 ， 天 津 进 口 集 装 箱 直 提 率 超 20%，

出 口 集 装 箱 自 运 抵 码 头 到 装 船 时 间 小 于 24 小

时比例超 12%。2021 年，天津口岸出口整体通

关时间 0.74 小时，位于全国各主要沿海省市第

一；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34.93 小时，位于全国

各主要沿海省市第三。天津市跨境贸易指标排

名在全国 41 个主要城市位居第 3 位，在全国 80

个城市和 18 个国家级新区中位居第 5 位，被评

为该指标的标杆城市。2021 年，天津口岸荣获

全 国 十 大 海 运 集 装 箱 口 岸 营 商 环 境 测 评 最 高

星级。

随着跨境电商在天津快速发展，天津消

费者越来越有“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范

儿。今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8 日，天津港保税

区跨境电商出区总单量达 202 万单，总交易

额达 3.5 亿元。

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局长付斌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天津港保税区的跨境电商行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天津扩大贸易

规模、提振消费的缩影。2021 年，保税区跨

境电商进口总单量和交易额均占到了天津

市总量的八成以上；2022 年 1 月至 5 月，保税

区已实现跨境电商进口总单量 862.33 万单，

同比增长 9.5%；总交易额 13.76 亿元，同比增

长 7.1%。

买卖新业态的出现，反映出过去 10 年里

天津消费场景的变化，也是津门消费提质扩

容、扩大内需的重要表现。

“活动开始不到一小时，1 万张购物消费

券抢购过半。”不久前，家住天津港保税区的

市民何芳华在参加“惠民暖企·钜惠保税”百

万购物补贴活动中感慨消费券抢购之快。

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本次购物补贴活动共发放 3 档满减消

费券，最高可享满 500 元减 150 元，目前各商

超消费者购物热情高涨，多数消费者选择手

机在线抢券。

10 年前，天津消费者更多依靠商家打折

促销购物，排队领取商家实体优惠券。如

今，有了像电子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直播

“带货”这样的新消费场景，津门百姓购物体

验更佳，消费热情更高。

近年来，天津港保税区围绕稳经济、促

消费、扩内需发布多项务实举措，在鼓励消

费、扩大贸易和进出口规模方面，安排资金

支持大宗贸易企业、电商企业、进口车商和

二手车出口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安排资金鼓

励居民购物餐饮消费。同时，创新成品油经

营电子商务业务试点，依托区域网络货运产

业聚集优势，扩大创新政策宣传力度，形成

聚集，推动新零售业态发展。

付斌表示，天津港保税区安排现代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资金积极支持各类平台经济

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领域技术研发突破，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

合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进一步完善商业模

式，让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更好。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