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多双边工商合作机
制工作视频会议 1 月 28 日在北
京召开。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截
至2020年12月，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已与包括 14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40 余家对口机构
及相关多边国际组织建立了387
个合作机制，基本形成覆盖全球
的机制化合作网络；建立了 143
个中方委员会、67 个地方联络
办公室、8 个项目联络办公室，
工作体系更加健全。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副会长张少刚在讲话时指出，多
双边工商合作机制是贸促工作
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资源，是中国
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体现功
能、开展服务、深化对外合作的
重要载体，是政府间合作机制的
有效补充，是我国外交外经贸工
作中的重要一环。他表示，2020
年机制工作极不容易、成绩可
喜。2021年要继续发挥系统合
力，扎实做好机制工作，争取更

大成效，更好服务贸促事业高质
量发展。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
龙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在中
国贸促会党组和中国国际商会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地方贸
促会、中国贸促会有关部门、单
位等的支持下，中国国际商会
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努力推进
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工作取得
成效。

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是贸
促工作的核心之一。2020年，地
方贸促会与中国贸促会相关部
门和单位上下齐动，重点围绕疫
情防控，迅速调整工作方向与方
式，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发挥机
制优势，在畅通对外交流合作渠
道、服务国内国际抗疫、助企纾
困和复工复产等方面下功夫、出
实招，开展了大量务实工作，依
托合作机制举办了数百场经贸
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面

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
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通过制
定、调整和落实机制年度工作计
划，努力保持机制活力。

2020 年，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际商会主动征求对口机构、机
制主席单位等方面意见建议，制
定各机制工作计划，根据疫情形
势变化，及时调整工作计划并推
进实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为
推动国际社会更好理解和支持
中国抗疫举措，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发挥多双边工商机
制优势，与对口机构主动联系，
致函 340 余家对口机构通报我
国防疫工作，得到众多海外机
构的积极响应。全年共向对口
机构发送《机制通讯》抗疫特刊
61 期，介绍我国防疫和经济社
会发展进展，增强了相关机构
对我国防疫和经济长期向好发
展的信心。

2020 年，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际商会发挥多双边工商机制
作用，积极开展防疫物资与境外
需求的对接，号召企业开展对海
外捐赠。通过向对口机构发送
防治案例等信息，举办世界华人
经济论坛线上特别会议、中美医
疗与保险行业对话会等活动，分
享防疫经验。

《机制通讯》是中国国际商
会发挥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作
用，巩固与对口机构常态化联系
的重要工具。2020年，中国贸促
会、中国国际商会积极做好《机
制通讯》编发工作，每周制作并
发送两期《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
通讯》电子刊物，全年刊发 93
期，累计向对口机构发送 298
期。还通过邀请高燕会长为
2021年将刊发的第 300期《机制
通讯》题写寄语，进一步发挥《机
制通讯》在与对口机构联系交流
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积极推进机制网上平
台建设。全年建设完成的国家

馆数量达到 149 个。积极加强
地方联络办公室建设与管理。
及时联系地方联络办公室调整
好、落实好全年工作安排。2020
年，除为贵州省贸促会和江西省
贸促会承担的 2 个地方联络办
公室办理续期以外，还联系地方
贸促会征集申请设立联络办公
室意向，推进新设地方办工作。
目前，累计设立的地方办数量已
经达到67个。

在当天的会议上，中国国
际商会双边合作部、多边合作
部分别汇报了多双边工商机制
2020 年工作情况和 2021 年工
作思路。湖北、湖南、重庆、云
南、大连和青岛 6 家地方贸促
会分享了机制工作经验；江西、
四川和广东省贸促会对机制工
作提出了建议。来自中国贸促
会 19 个部门、直属单位以及 47
家地方贸促会的 200 余名代表
通过线上和线下等方式参加了
会议。

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扩大海外朋友圈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21年2月

2
星期二

今日八版 总第5062期

周二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 0015

国外代号：D1110

邮发代号：1- 79

胸 怀 祖 国 奉 献 贸 促 笃 行 担 当 追 求 卓 越

出版单位：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许素亭 总编辑：范培康 总编室：010-84541820 邮箱：maoyibao1@163.com 零售价：2元 全年定价：180元 本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静安西街2号 邮政编码：10002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14号 广告热线：010－64667729 发行热线：010-64667797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赵继明 赵继云 律师
电话：010-62684388

编辑：周东洋 联系电话：010-64664888-2041
制版：高志霞 E-mail:maoyibao1@163.com

近日，由山东高速集团统筹运营的“齐鲁号”欧亚班列上合快线（中国上合示范区—塞拜疆巴库）
首班从位于青岛胶州的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启程。据了解，该趟班列共有100个标准箱,主要载
有轮胎、空调等物资，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预计在途运行时间18-20天，比海陆联运用时节省约1/3。

中新社发王昭脉摄

本报讯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2020年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 1329 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实现规模
总体稳定、结构更加优化。截至 2020 年底，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2.3万亿美元，比2015年末翻
一番，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定。

据介绍，2020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投资 177.9 亿美元，增长 18.3%，占全国对外投
资比重上升到 16.2%；对重点行业投资实现较快
增长，对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科研和技术服
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1.9%、9.6%和 18.1%。

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集聚效应显现，截至
2020年底，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3094亿
元，为当地创造了37.3万个就业岗位。

“十三五”时期，我国商务发展取得显著成
就。从数量看，规模不断扩大，表现为消费市场大
国地位彰显、贸易大国地位更加稳固等；从质量
看，结构更加优化，表现为消费升级步伐加快、贸
易结构不断优化、双向投资质量显著提高、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能力提升等；从重点工作看，实施成效
显著，表现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三届
进博会成功举办、商务扶贫取得积极成效、自贸区
建设取得新突破等。 （罗珊珊）

“十三五”我国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翻番

2020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
额达 1077.7 亿美元，连续 3 年突
破千亿美元大关。中国在俄外贸
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连续11年
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俄罗斯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双边贸
易逐步回暖，中国对俄出口“由负
转正”并连续6个月正增长，下半
年月均增幅超过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在日前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过去一年，中俄经贸经受住了疫
情考验，显示出较强韧性，可谓“真
金不怕火炼”。双方合作互补性强、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俄贸易额保持 1000 亿美元以
上主要归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
中俄天然气管道开通，这为保障
中俄贸易量的持续上升增加了重
要砝码。双方的油气资源合作在
疫情期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和影
响，管道运输反而发挥了独特优
势。二是疫情期间，中俄两国在
口罩、防护服等抗疫物资方面的
密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两
国贸易量。三是去年春天以后，
中国复工复产比较快，为向俄罗
斯市场提供所需商品和吸收从俄
罗斯进口的商品都奠定了基础，
也为保障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
良好环境。

具体来说，去年中俄双边农
产品贸易额 55.5亿美元，创历史
新高，中国跃升为俄农产品和肉
类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对俄出口分别增
长 39%和 29%，中国品牌智能手
机跃居俄市场销量榜首。

“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供应问题受
到普遍关注，中俄双方在农产品
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姜毅表示，
同时，双方可在油气方面进一步
加强合作，包括投资、科技合作、
产能互助等多个方面。

2020年，双方在投资等领域

也呈现不少亮点。高峰介绍说，
一是投资和工程承包逆势增长，
中方对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7%；新签工
程承包合同额 58.7亿美元，占对
欧洲新签合同额的近30%。二是
战略性大项目稳中有进，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中段启动供气，阿
穆尔天然气化工项目开工建设。
三是科技创新合作全面深化，总
额 10 亿美元的中俄联合科技创
新基金启动运营，双方在 5G、云
服务、智慧出行等领域的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四是地方合作走深
走实，中国稳居俄远东、西伯利
亚、乌拉尔、西北等联邦区第一大
贸易伙伴。

当前，中俄远东开发合作势
头良好，已经进入贸易与投资相
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发展新阶段，
特别是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展
现巨大活力。中俄总理第二十五
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指出，共同
推动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
大桥尽快通车，实施跨黑龙江(阿
穆尔河)索道建设项目。跨黑龙
江(阿穆尔河)索道建成后，两地
民众单程只需6分钟即可到达对
岸。俄罗斯阿穆尔州州长奥尔洛
夫表示，该项目运行后，将克服气
候环境对口岸运输的制约，有效
缓解口岸运输压力，大幅提高旅
客通关效率，促进双方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深化俄远东地区
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

“2021 年，全球经济形势仍
然处在不稳定状态，各国包括俄
罗斯在内的抗疫形势仍比较严峻，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中
俄两国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姜毅
表示，对此，双方要加强有利于经
贸长期发展的基础工作和开展更
深层次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

高峰表示，今后中国将与俄
罗斯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积极
扩大双边贸易，拓展双向投资和
战略性大项目合作。2021年，中
俄贸易有望尽快实现恢复性增
长，继续朝 2000亿美元贸易目标
迈进。

中俄经贸合作
“真金不怕火炼”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与隔壁车水马龙的青年路不
同，位于“春城”昆明市中心的节孝
巷狭长而幽静，巷子里散布着几家
小吃店、杂货店，烟火气十足。踏着
青石板继续往前，一座青瓦白墙的
云南传统小四合院静静地坐落在巷
子深处，这里，便是中共云南地下党
建党旧址。

9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云南的
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1926年 11月 7日，在夜幕的掩
护下，共产党员李鑫、周宵、吴澄、黄
丽生、杨静珊等人在位于节孝巷的
周宵家，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

会上，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
定，正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由
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担任特
支书记。

“这是云南的第一个党支部，标
志着云南各族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踏上了崭新的革命征

程。”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一级
调研员陈祖英说。

1926年，正是大革命轰轰烈烈
开展之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云
南督军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
北伐后方的严重隐患。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滇籍共
产党员李鑫回到云南，建立秘密的
党组织。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按
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积极开展推
翻唐继尧反动统治的斗争。特支利
用云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促成
云南四镇守使联合发难“倒唐”，于
1927年2月6日将唐继尧赶下台。

军阀唐继尧的垮台，极大地鼓
舞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在
云南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的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
女运动，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击着
封建军阀的统治。党组织在云南得

以迅速发展。到 1928年底，云南全
省党、团员人数增加到600多人。

然而，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
下，执掌云南政务的龙云秉承蒋介
石反共旨意，开始大肆通缉逮捕共
产党员。

1929 年 5 月，李鑫在准备发动
工人武装起义时不幸被捕，他在狱
中宁死不屈，仍不断宣扬党的主张，
随后被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 32
岁。1930 年底，因叛徒出卖，中共
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吴澄、李
国柱夫妇相继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德三不
为所动，在狱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
书。他在遗书中对父亲说：“儿现时
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吴澄被捕时已怀孕数月，但她
面对严刑拷打毫不屈服。”昆明市委
党史研究室征编一处处长董杨说，

“在牢狱里，吴澄还经常鼓励难友要
积极斗争。她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生
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搞革
命，坐了牢还要搞革命。在这人间地
狱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

1931 年 12 月 31 日，32 岁的王
德三、30岁的吴澄和24岁的李国柱

壮烈牺牲。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革命先

烈抛头颅、洒热血的云岭大地，如今
已旧貌换新颜。2020年11月，云南
最后9个贫困县宣告脱贫摘帽。至
此，云南 8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超
过 880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一代代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正成为现实。

“是先烈们的鲜血，换回了我们
今天的美好生活。”在中共云南地下
党建党旧址驻足参观良久后，昆明
市民陶静动情地说。

1991 年，经云南省委批准，中
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经陈列布展
后对外开放，并成为云南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并不宽敞的小院内，陈
列着王德三、李鑫、李国柱、吴澄等
革命先烈的塑像、照片，供后人来缅
怀这段光荣而悲壮的革命历史。

“每年我们都要接待数万名参
观者，党员们在小院里聆听先烈故
事，重温入党誓词，许多人当场流下
了泪水。”讲解员姚群说。

冬日暖阳下，为云南播下革命
火种的节孝巷，宁静而温暖。

（新华社记者 庞明广）

火种·理想·使命
——探访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

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
数。1 月份，企业景气度总体继续保持在扩张区
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
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别为 51.3%、52.4%和
52.8%，比上月回落 0.6 个、3.3 个和 2.3个百分点，
均继续保持在荣枯线以上。

1月份，制造业 PMI降至 51.3%，但连续 11个
月位于临界点以上，连续7个月位于51.0%及以上
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
庆河表示，春节前后是我国制造业传统淡季，加之
近期局部聚集性疫情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一
定影响，制造业总体扩张势头有所放缓。

“1月份PMI指数继续下降，但仍保持在荣枯
线以上，表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恢复态势。
从历史走势看，大多数年份 1月份 PMI指数均较
上个月下降，可能与岁末年初的季节性特点相
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1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4%，低于
上月3.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恢复有所放缓。受局
部聚集性疫情等影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
上月3.7个百分点，为51.1%。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由
于春节假期和防疫措施将继续对制造业、服务业
活动构成抑制，预计 2 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指数将进一步回落。3月份、4月份以后，国内经
济活动回暖步伐有望逐步加快。

（熊丽）

1月企业景气度
保持在扩张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