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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情

近日，在山西综改示范区潇河
园区某光能电池企业内，全自动化、
智能化、数字化无尘光伏电池片生
产车间正开足马力。目前，该企业
的山西工厂9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
运转，一天能产出电池片 130 万片
左右，产品主要销售到中东地区，用
于当地光伏电站建设。以电动汽
车、光伏产品、锂电池为代表的高技
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
成为我国出口新增长点。根据海关
总署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动
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
三样”产品合计出口3534.8亿元，同
比增长 72%，出口全球 2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1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我国“新三
样”对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
有出口记录，其中对欧盟、美国、东
盟、韩国和英国前五大市场出口分
别 增 长 88.7% 、88.1% 、103.5% 、
121.7%和118.2%，规模合计占“新三
样”出口总值的71.6%。

“需求带动、供给提升使得我国
外贸‘新三样’迎来快速增长。”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
生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和数
字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对新能
源产品需求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不
断提升供给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
来，中国企业厚积薄发，紧紧把握住
了新能源革命的风口，并在新能源
产业中崭露头角，助力我国外贸稳
量提质。加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
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和数字革命
的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的带动作
用非常显著，未来我国外贸领域将
会有更多新优势产业走向海外。

民营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
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
等经营主体出口“新三样”都实现了
快速增长，增速分别达到 79.3%、
40.9%和 121.9%。其中，民营企业
占“新三样”出口总值的 65.4%，比
重较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高
于民营企业占出口总体的比重。

在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
所所长、教授李春顶看来，“新三样”
出口发展迅猛得益于几方面因素：
我国技术水平的创新能力、市场竞
争力不断提升，生产出的产品质量
也在不断提高，同时具有一定的价
格优势；在全球推动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的过程中，海外市场对锂电
池、太阳能等环保产品的需求不断
攀升，以及疫情之后，各国的相关
需求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外贸
高质量发展政策的落实，推动外贸
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自贸试验
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向全球构
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些都
为外贸“新三样”出口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作为增长新动能，‘新三样’产
品体现了中国出口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也为全球绿色低碳
转型作出了中国的积极贡献。”海关
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
吕大良表示。

不过，“新三样”发展也面临一
些挑战，目前在各个主要国家市场
的渗透率仍然较低。张燕生说，我
国的技术水平、应用技术研究、开发
实验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
差距，部分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

张燕生说，可在创新、人才和金
融方面下功夫。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发布的《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
构的意见》指出，要培育汽车出口优
势。各地方、商协会组织汽车企业

与航运企业进行直客对接，引导汽
车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中长期协
议。鼓励中资银行及其境外机构在
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创新金
融产品和服务，为汽车企业在海外
提供金融支持。各地方进一步支持
汽车企业建立和完善国际营销服务
体系，提升在海外开展品牌宣传、展
示销售、售后服务方面的能力。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
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建议，鼓励企业
创新的金融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

策要形成合力和系统性支持，鼓励
商协会组织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发挥积极协
同作用；要为行业中的企业创新提
供更多的公共研发平台；要加大对
管理人才、研发队伍和职业技术工
人教育培养的激励和投入。

“关键是要提高‘新三样’产品
的竞争力和质量；同时，构建有利于
出口的外贸合作机制。”李春顶表
示，未来，我国“新三样”有望继续领
跑外贸出口 。

我国外贸出口“新三样”如何更好走向海外
■ 本报记者 王曼

第一季度中国内地汽车出口超
日本！在新能源车出口大增的助力
下，2023 年中国汽车出口增长迅
速。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整车出口
达到106.9万辆，同比增长58.1%，超
越日本第一季度汽车出口的 104.7
万辆，成为世界汽车出口量最多的
国家。

中国若要今年全年的汽车出口
数量继续超过日本，需要至少克服
知名度较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和
海外市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不足
等三大挑战，香港或可在中国汽车
出口中发挥香港所长、国家所需的
作用，以助中国巩固作为世界汽车
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中国的汽车出口在 2022 年创
新高，全年出口共311.1万辆，令中
国超越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汽
车出口国。直到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汽车出口依然保持着高速增
长的态势，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汽
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汽车出口
能在近几年实现腾飞，主要有以下
几个因素：

其一，抓住了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有利时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方
面进行了大量科技投入，同时提高
了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延伸服务能
力，从而让中国的汽车尤其是新能
源汽车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抢手货。

据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4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万辆，环比

增长 28.6%，同比增长 8.4 倍，占当
月 汽 车 出 口 总 量 的 比 重 达 到
26.6%。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能源
汽车出口则高达34.8万辆，同比增
长1.7倍。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新能源
汽车发展速度也实现领先。相比海
外品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质量、
价格、能耗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背景下，
新能源汽车有广阔的市场，而在区
域冲突、石油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新
能源车的能源成本也更低，因此中
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更能
受到国际消费者的青睐。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为 25.5%，大
幅领先于全球 13%的平均水平，而
德国、欧洲、美国、日本等分别仅有
18%、15.3%、8.8%、2.8%。由此可见，
中国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正在逐
渐担当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的主导者
角色。

其二，中国在汽车工业发展领
域建立了国际国内一体化汽车市场
发展格局，拥有了健全、成熟的汽车
制造国内产业链，具备较强的规模
效应。中国汽车产品不仅面向国内
市场，更面向国际市场，在产品研
发、设计时就从全球化角度加以考
虑，以此制造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
汽车产品。

尤其是中国品牌汽车在外观设

计、产品质量管理和控制体系、供应
链质量和效率管理、服务体系的发
展和创新等方面，均不亚于国际汽
车大品牌，甚至在不少汽车智能技
术上超过了国际汽车大品牌，因此
扩大了中国汽车的出口规模。

其三，中国海关近期出台的新
政策对新能源汽车走向海外起到重
要作用。以浙江省宁波海关为例，
宁波海关今年初率先推出新能源汽
车集装箱出口一站式监管模式，同
时省内首个新能源汽车专用装箱堆
场投入使用。公开数据显示，在新
模式启用前，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
装箱出口场地有限，装箱能力每天
仅为180辆，该模式启用后，日装车
能力可以提升至1000辆以上。

中国海关对新能源汽车出口的
上述便利措施，无疑可以为新能源
汽车出口海外缩短通关时间、降低
成本、有更多航线选择，这也刺激了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

当然，尽管中国汽车出口增长
迅猛，但未来中国汽车继续开拓海
外市场仍面临难关，尤其是欧美市
场作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后院”，日
系品牌在产业链布局等方面仍有强
大优势，中国汽车要继续成为世界
汽车出口第一大国，未来至少面临
三大挑战：

知名度较低。中国汽车有众多
品牌，但除了个别品牌外，大部分中
国汽车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相比国

际汽车品牌还是比较低。中国汽车
未来需要加强持续的品牌建设。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随着欧美
国家不断加强对电动汽车产业链的
重视，未来中国电动汽车的出口将
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电动汽车品
牌须考虑如何加强在欧美国家本地
化生产，建立本地化的营销能力、研
发能力，以及在海外打造企业品牌
的能力，以此落地生根，吸引更多欧
美国家消费者的兴趣。

海外市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
不足。充电设施众多、充电快速和
便利是国外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
的主要考虑因素。中国汽车品牌需
要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市场的合作，
更多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以及
加强售后服务，从而吸引更多国家
消费者购买中国汽车产品。

面对上述挑战，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努力：

一是继续扩大新能源汽车的技
术优势。未来要继续加大对中国新
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产
品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推动中国
新能源汽车品牌走向国际高端汽车
市场。

二是积极开拓除欧美市场之外
的其他市场。相比欧美国家的市
场，中国汽车品牌应更多开拓、进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
场，通过中国自主的汽车品牌，彰显
中国在汽车制造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制造领域的硬实力，增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制造的
信心和购买中国产品的兴趣。

三是应该更加注重本地化发
展。过去不少中国汽车企业发展国
际市场，不仅较少主动融入当地社
会进行人文交流，也较为忽略当地
劳工褔利、安全保障和环保因素。

未来为获得更多国家消费者青
睐，中国汽车企业应注重培养本地
化意识，主动学习及掌握当地的制
度和文化，遵守规则，与当地小区形
成良性互动，主动融入当地文化，了
解当地的风俗习惯，适应地方需求，
积极与当地民营企业合作。只有逐
渐为投资所在国的民众所接受、认
同，中国汽车企业才有可能发展得
更顺利、更快。

最后，香港可发挥国际金融中
心和国际大都市的作用。香港特区
政府、特区官员应更加主动邀请中
国内地汽车企业赴港交所上市，通
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影
响力和知名度，委托香港的国际高
端广告公关公司，通过香港的国际
大都市平台，共同打造中国汽车品
牌，以此协助中国内地汽车企业开
拓更多国际市场。香港若能把握中
国汽车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机
遇，相信将可从中国发展成为世界
汽车出口第一大国的浪潮中分得一
杯羹。（作者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院长）

香港应抢抓我国汽车出口发展新机遇
■ 梁海明

5月正值“果中之王”榴莲的
成熟和销售旺季，大批泰国榴莲
进入中国市场。多地消费者惊喜
地发现，4 月初 43 元/斤的榴莲，
眼下不少超市里的售价降至了
20元/斤，一整颗榴莲200元左右
即可拿下。榴莲降价了！

正值消费旺季又是进口水果
的榴莲，价格为啥下跌？

据了解，泰国拥有 200 多个
榴莲品种，是全球出口新鲜榴莲
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允许进口
水果品种最多的国家。得益于中
老铁路的“快车”，泰国榴莲进入
中国的时间大大缩短。过去海运
需要约 7 天、公路运输需要约 5
天，而如今只需 3 天。据泰国媒
体报道，从泰国玛达普站开往中
国广州的“榴莲班列”，已打破从
泰国运输水果至中国所需时间的
最快纪录，运输途中损耗的概率
也显著降低。综合成本下降，榴
莲变便宜也就顺理成章了。

泰国商业部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占泰国榴莲出口总量的
96%以上。在中老铁路的助力
下，今年泰国榴莲的出口额有望
再创新高。

不只榴莲，今年 4 月起，山
竹、龙眼、榴莲等热带水果大量上
市，每天都有一列水果专列通过
中老铁路入境后，发往昆明、成
都、广州等各大城市。

去年 12月，云南磨憨铁路口
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建成投
入使用，中老铁路正式具备入境水
果全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多的东
南亚热带水果搭乘中老铁路“澜湄
快线”国际货物列车抵达云南昆
明。截至今年4月28日，中老铁路
运输进口山竹、榴莲等水果达1.1
万吨，丰富了国内水果市场。

据了解，今年的进境热带水
果运输旺季将持续至 6 月底，预
计榴莲、山竹、龙眼、柚子等东南
亚特产水果运量有望实现同比增
长50%以上。

热带水果保鲜期短，如何保
证中国消费者享到“口福”？中国
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云南
磨憨铁路口岸共同实行 24 小时
提箱，直装直卸，水果班列到达

“90 分钟内卸车，卸车后 90 分钟
回空箱”，提高水果班列的作业效
率，及时实现水果在中心场站的
分拨和掏装箱。

除了云南磨憨口岸，还有部
分东南亚热带水果通过广西凭祥
口岸、东兴口岸进入中国市场。
为提升进口水果运输效率，中国
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

“8+1”无人值守冷藏车组：相对
于传统跨境生鲜货物一般每4小
时就要接电制冷的传统冷链运
输，“8+1”车组由 8个冷藏箱和 1
个发电箱组成，可为 8 个集装箱
持续供电制冷 300 小时，不再受
制冷4小时的限制。在保证水果
品质的同时，进一步压缩通关时
间，将新鲜美味的热带水果送上
国人餐桌。 （徐佩玉）

泰国官方近日公布，今年一
季度泰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
比增长 2.7%。泰国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
示，一季度泰国私人消费同比增
长 5.4%，投资总额增长 3.1%，而
出口则下降 6.4%。该委员会秘
书长达努查表示，由于旅游业稳
步复苏和强劲的消费抵消了出口
疲软，使得一季度泰国经济保持
稳健增长势头。政府未来的施政
方针应侧重于优先解决出口问
题，扩大商品出口市场和边境贸
易，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国际游客
到泰国旅游。该委员会预计，今
年泰国 GDP 将同比增长 2.7%至
3.7%，全年接待国际游客约 2800
万人次。泰国是东南亚第二大经
济体。2022年，泰国GDP同比增
长2.6%。

据哥斯达黎加咖啡协会最
新发布的 2022—2023 年咖啡收
获季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4 月中旬，本收获季的咖啡产
量已超过 190 万蒲式耳（1 蒲式
耳 约 合 27 千 克），同 比 增 长
14%。咖啡及其相关产业在哥
斯 达 黎 加 经 济 中 占 有 重 要 地
位，全国超过半数省份以咖啡
为主要产业。哥斯达黎加政府
积极推动咖啡产业发展，制定
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促进产品
质量提升，打造高品质品牌形
象。早在 2001 年，哥斯达黎加
咖啡协会就启动了“国家咖啡
计划”。数据显示，哥斯达黎加
咖啡产量的约 90%用于出口，
2021 年咖啡出口收入达 3.72 亿
美元。随着中国在国际咖啡市
场的消费比重不断提升，中国
广阔的市场受到哥斯达黎加众
多咖啡厂商的关注。该国通过
进博会等渠道，面向中国市场
持续加大优质咖啡产品出口力
度。数据显示，2021 年哥斯达
黎加咖啡对华出口额达 281 万
美元。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托数字经
济、第三代半导体数字产业等，
积极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
一系列税惠政策，推动信息技
术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同时，引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装备
制造产业，有力助推了当地经
济高质量发展。图为在福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芯片生产
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赶制订
单。 中新社发 王旺旺 摄

搭上中老铁路，
“榴莲自由”不远了

泰国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2.7%

哥斯达黎加
推动咖啡产业发展

浙江省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零跑汽车智能工厂车间浙江省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零跑汽车智能工厂车间。。
中新社发中新社发 胡肖飞胡肖飞 摄摄

初夏时节，吉林省珲春口岸一派
繁忙景象。清晨，位于中俄边境的珲
春公路口岸车声隆隆、人声鼎沸，一
辆辆满载货物的卡车有序排队，按步
骤办理有关手续。

珲春市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
地带，是我国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的窗口、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节
点，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向北开
放的重要支点。

“今年以来，商品车单日出口最
高达50辆，相当于去年1个月的出口

量。”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珲春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郑
明亚说。

不仅在数量上比往年有所提高，
珲春口岸的出口商品车种类也由以
往单一的货车逐渐增加了轿车、客
车、工程车等多种商品车。为应对这
种情况，该站在执勤一线增派精干警
力，确保商品车辆“随到随检”。今年
一季度，经珲春公路口岸出口的国产
商品车达1300余辆，超过去年全年。

随着中俄贸易发展，中俄两国的

人员、货物往来日趋频繁。珲春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在珲春公路口岸实行

“7天×10小时”通关制度，积极推行
生鲜及重车错峰通关，开通“鲜活海
产品绿色通道”，提供预约通关、延时
验放服务，使相关产品能够随到随
验、快速通关。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鲜活海产
品进口不断档，节假日的进口量比去
年同期翻了一番。”珲春凯立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王田野说，对于鲜活海
产品贸易来说，时间就是效益，“眼下

正值帝王蟹消费旺季，进口帝王蟹新
鲜度越好，市场竞争力就越高”。

晚上9点，随着阵阵轰鸣声，一
趟满载煤炭的俄籍货运班列驶入珲
春铁路口岸。列车停稳后，珲春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打着手
电，弯腰、半蹲、查底不放过一个角
落，仅20分钟就完成了入境列车的
查验。

“通关提前1分钟，对我们企业
都是莫大帮助。今年我们代理的中
欧班列货物运量增加了20％。”珲春

宝利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
朱翔军说，高效率的通关帮助他们节
约了时间成本和仓储成本，提升了货
物周转率。

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
队副队长关宇说，他们不断提升查验
效率、优化通关体验，与联检单位协
调服务机制，全力保障铁路口岸实行

“7天×24小时”全天候通关。今年以
来，该站共查验中俄货运班列600余
列次、跨境货物达100余万吨。

（马洪超）

珲春口岸优化服务 助力中俄经贸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