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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机遇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本报评论员

开放型外贸新体制逐步完善
本报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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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推出一大批新的开放举措，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打造开放型外贸新体制。

当前，我国外贸实力不断增强，2023 年进出口总

额达 5.94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 3.38 万亿美元，占国

际市场份额 14.2%，连续 15 年保持全球第一；进口

2.56 万亿美元，占国际市场份额 10.6%，连续 15 年保

持全球第二。我国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效益显著提

升，正向贸易强国迈进。

对外开放成就显著

7 月 1 日，随着一声悠扬的汽笛声，北京市平谷

区京平综合物流枢纽马坊站一列装运 55 个集装箱，

满载价值 1690 万元的滚筒洗衣机、商用空调、服装等

商品的中欧班列缓缓启程，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

驶向万里之外的莫斯科。这标志着北京地区中欧班

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北京市外贸运输又多了一条横

贯亚欧大陆的国际快速货运大通道。

2013 年以来，我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变局，建

设完善开放型外贸新体制，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新

成就。

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稳固。2023 年我国外贸

在 2022 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表现好于全

球整体水平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连续 7 年保持全球

第一；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 14%左右，中间品进

出口占比达 61.1%，展现出较强韧性。服务贸易自

2014 年到 2022 年连续 9 年居全球第二位。

贸易结构更新，开放动能增强。2023 年我国新

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表现亮眼，出

口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增长 29.9%。跨境电商新业态

快速发展，2023 年进出口总值达 2.4 万亿元，增长

15.6%。对东盟等新兴市场贸易额继续增长，对拉

美、非洲分别增长 6.8%、7.1%。其中，民营企业进出

口占比达到 53.5%。我国关税总水平从入世承诺的

9.8%降至 7.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接近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2013 年至 2022 年，中西部地区外

贸占全国比重从 13.5%提升至 19.2%。

相继推出一大批促进外贸新举措。我国全面实

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限制

措 施 由 最 初 的 93 项 减 少 到 31 项 。 实 施 外 商 投 资

法，外商投资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2022 年，21 家自

贸 试 验 区 实 现 进 出 口 总 额 7.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5%，占全国的 17.8%。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快建设，

迄今已推出 12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颁布实施出口

管制法，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安全保障。

对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等建设贸易强

国的三大支柱，分别有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和数

贸会四大展会平台。

开创全球开放合作新局面。2013 年至 2022 年，

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规模累计达

19.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6.4%。共建“一带一路”已

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

际合作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签署的自贸协

定由 10 个增至 22 个，自贸伙伴由 18 个增至 29 个。

目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 1/3。

2022 年 1 月 1 日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正式生效实施。目前，我们正积极推进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持续开辟外贸通道

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

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有利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培育参与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

有重要作用。

7 月 2 日上午，广东盈浩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在亚

马逊平台上的直播间像往常一样准时开播，主播背

后的展厅内各类产品琳琅满目，方便海外客户隔屏

选购。公司物流中心副总经理李新儿介绍，得益于

线上销售模式和海关跨境电商相关优惠政策，今年

以来该公司通过跨境电商 B2B 方式出口到海外仓进

行分拨销售的货物总货值超 5500 万元，同比增长近

2 倍，预计下半年出口货值增幅还将继续扩大。

过去 5 年，我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 10

倍。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等新型外贸基础设施协同联

动，发展速度快、增长潜力大、带动作用强。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国将依托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结合各地的产业禀赋和区位优势，带动产业

带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兴杰表示，中国

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优化，未来产

业发展和转型也必然依靠开放的全球市场。跨境电

商体系为中国产业与全球市场建立了新的联系，通

过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而形成新的产销

体系。

外贸活力一路走强、结构持续优化、动能不断汇

聚。为进一步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我国先

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关于拓展跨

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将

加快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列入重点任务。同时，

经营主体规模持续扩张，截至目前，全国跨境电商主

体已超 12 万家，跨境电商产业园区超 1000 个，建设

海外仓超 2500 个、面积超 3000 万平方米，服务网络

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平台载体建设持续

推进，16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39 个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43 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22 个自

贸试验区等相继设立。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魏浩表示，近年来，在传统贸易增

速放缓的背景下，跨境电商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

引擎，海外仓、保税维修、离岸贸易和市场采购等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也为外贸发展增添了活力。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贸易强

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

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建设贸易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加 快 建 设 贸 易 强

国，是推动我国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有力举措，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实际行动。

——升级货物贸易。促进贸易创新发展，夯实

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一方面，要优化贸易结构。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

工贸易，优化国际市场和国内区域布局，促进内外

贸一体化；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进口。推动降低进

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促进贸易平

衡发展。

——创新服务贸易。2016 年至 2023 年，我国在

28 个地区开展了 3 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率先

探索与服务贸易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

和开放路径，累计向全国推广 157 项试点经验和案

例，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未来应持

续推进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方位创

新，推动服务贸易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要优化服务进出口结构、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创

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发展数字贸易。建立健全促进政策，积极

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打造建设贸易强国的新

引擎。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贸易全链

条数字化赋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建立健全数

字贸易治理体系，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

通、跨境传输、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

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全方位扩大国际经贸合

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

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为建设贸易强国营造

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扩大面

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

贸易促进平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货物贸易

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

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这为新时代

新征程贸易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应辩证看待、准确把

握外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快建设

贸易强国，开创开放合作、包容普惠、共享

共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我国外贸发展具备较为突出的有利条

件。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

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拥有

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的 30%，大部分产品在国内就可以实现全

产业链配套，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以人

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数字、

绿色等新赛道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为贸易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

新空间。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摊薄成本、加快迭

代、创造场景，让新产品快速产业化规模

化。我国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为外贸供应链

稳定畅通提供了重要保障。

但也要看到，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

境日益复杂严峻。全球贸易仍“高度不确

定且总体悲观”，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

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加剧也增大

了外贸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些都给外

贸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目前，我国开放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应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更加注重自主创

新，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推动内需和外

需、进口和出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贸

易和双向投资、贸易和产业协调发展。

强化开放引领，夯实贸易强国基础。

开放水平提高有利于增强贸易综合实力。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规

模稳定、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加快从贸易

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加快创新驱动，提升贸易强国动力。

应坚持创新驱动，扩大国际合作，深化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业态和模式创新。

突出均衡发展，培育贸易强国优势。

要更加注重结构优化，进口和出口协调、货

物和服务并重、贸易和投资融合、贸易和产

业联动，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要素

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国

际竞争力。

深化合作共赢，拓展贸易强国空间。

贸易强国应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引领

者、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当前，我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我

国期待普遍提升。要进一步深化多双边和

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贡

献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筑 牢 贸 易 强 国 根

基。当前，全球各种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

际贸易环境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应主动在开放中谋安全，在更高层次上维

护国家经济安全。

图图①① 66 月月 1919 日日，，江苏宿迁一家民营企业车间内江苏宿迁一家民营企业车间内，，工人工人正加紧赶制出口环保家居用正加紧赶制出口环保家居用

品订单品订单。。 陈少帅陈少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66 月月 1515 日日，，一列满载汽车配件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浙江金华铁路家用电器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浙江金华铁路

义乌西站缓缓驶出义乌西站缓缓驶出，，驶往德国杜伊斯堡驶往德国杜伊斯堡。。 胡肖飞胡肖飞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33 月月 66 日晚上日晚上，，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灯火辉煌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灯火辉煌，，一派繁忙景象一派繁忙景象。。

韩加君韩加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