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欧洲加快绿色转型之际，西
班牙和葡萄牙光伏产业业内人士
日前表示，看好与中国企业在太阳
能发电领域的合作前景。

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埃斯特雷
马杜拉自治区的弗朗西斯科·皮
萨罗太阳能发电厂是欧洲最大的
已投运光伏电站，由西班牙电力
公司伊维尔德罗拉集团建设运
营，所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全部
来自中国。

该公司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员何塞·贝略特
介绍，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太阳能
发电厂装机容量约为 590兆瓦，由
150万块太阳能电池板、1.37万个
跟踪器以及 313个逆变器组成，为
33.4万户家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贝略特说，中国制造的光伏板
在投入运行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中国光伏产品恰到好处地符合了
我们的需求”。

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太阳能
发电市场。根据欧洲太阳能产业
协会去年底发布的报告，截至
2022 年底，西班牙光伏总装机容
量预计达26.4吉瓦，仅去年就新增
7.5吉瓦。数据显示，2022年欧盟
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41.1 吉瓦，比
2021年增长47%。

西班牙光伏协会秘书长何
塞·多诺索·阿隆索说，中国光伏
产品质量和成本优势有目共睹，
目前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
逆变器和光伏板，这些产品都非
常有竞争力。

葡萄牙同样也是中国光伏产
品的进口大国。葡萄牙可再生能
源协会首席执行官佩德罗·阿马拉
尔·乔治说，中国制造的光伏板占
据了葡萄牙约85%的市场份额，均
获得最高质量认证，得到包括电力
公司、融资机构等的认可。

阿隆索表示，西班牙计划到
2030 年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30
吉瓦，但考虑到投资者表现出的
兴趣以及行业发展状况，这一目
标 有 望 提 高 至 55 吉 瓦 至 65 吉
瓦。乔治表示，葡萄牙计划到
2030 年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 9 吉
瓦，但政府可能会将目标上调至
18吉瓦至 20吉瓦。

阿隆索认为，西班牙和中国的
合作对于推动全球光伏产业发展
至关重要，西班牙大规模发展光伏
产业也有助于中国开拓欧洲市场。

乔治表示，葡萄牙光伏总装机
容量要达到 20吉瓦就必须加强与
中国合作，期待中国企业在欧洲光
伏产业进行更多建设和投资。

西、葡看好与中国
在太阳能领域合作前景

■ 陈文仙孟鼎博温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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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晚 21点，北京市朝阳
区一家日料店的老板正在整理酒
柜里的日本清酒。她告诉记者，部
分顾客会将在店里购买的喝不完
的日本清酒寄存，下次来的时候继
续喝。记者注意到，店里用来存酒
的柜子有五个，里面摆满了各式各
样的日本进口酒类。

日料店老板说：“以前人们对
日本清酒不了解，很少有人尝试。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接受
清酒。”

多元化品类酒进口呈增长态势

近年来，日本清酒在中国市
场上的销量逐年攀升。中国已经
成为日本清酒出口的主要市场之

一。根据日本清酒烧酒酿造商协
会（JSS）发布的数据，去年，日本
清酒出口至中国总额达到 141.64
亿日元，同比增长 37.39%；出口中
国的清酒已占日本清酒出口总额
近 30%。

在中国市场上，日本清酒的品
牌和种类非常丰富，包括“东洋美
人”“久保田”“月桂冠”等，以及新
兴的“獺祭”“醍醐”“酒吞童子”
等。这些品牌的清酒不仅在日本
本土备受推崇，也在中国市场上赢
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受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影响，消费者开始追求与众不同的
饮用口感、消费体验，为一些相对
小众化的酒品类增长提供了动

能。”知名媒体人杨孟涵在接受《中
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
内白酒产能及消费总量相对下降
的情况下，进口多元化品类酒呈增
长态势。不仅是日本清酒，来自欧
美的威士忌、白兰地以及利口酒，
目前都处在较为小众的状态，在整
个酒类消费市场中占比较小，但是
进口增长较快，不容忽视。

近年来，欧美市场的低度化
潮饮，结合果汁、低度蒸馏酒所
形成的混合型酒饮逐渐风靡全
球。日本清酒因其低度化和利
口特性，也迎合了健康化的趋
势。与此同时，无论是西方蒸馏
酒，还是日本清酒，二者都结合
潮流文化，在外观瓶型、标识标
志的设计上较为新颖，在饮用方
式上也能带给消费者别样体验，
这无疑契合年轻一代人的心理，
拉动消费。

绍兴黄酒香飘东洋居酒屋

作为中国酒类的代表之一，黄
酒在全世界都有着很高的人气。
在邻国日本，无论是在中餐厅，还
是日式居酒屋乃至各大超市，黄酒
都有销售。如今，RCEP正式生效
已有一年多，来自中国的黄酒在日
本市场也迎来机遇。

记者了解到，在日本东京上
野区的一家中餐厅，顾客只需支
付 1000 日元，就可以在一小时内

无限次续杯绍兴黄酒。对此，店
长表示，平均每天有约四成顾客
会点黄酒。

目前，日本约有十几家从事进
口黄酒的贸易公司。据一家进口
商介绍，目前，日本市场上流通的
黄酒大部分是绍兴黄酒，只有极少
部分产自山东或上海等地。因此，
日本消费者习惯将黄酒称为“绍兴
酒”。日本某黄酒进口企业负责人
表示，该公司每个月大概有两三个
集装箱从中国运到日本，约有三四
万瓶。“如果日元汇率没有变化，
RCEP 带来的利好效果会更高。”
该负责人表示。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22
年，日本黄酒进口额约为15.6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 8100 万元），较
2019年增长约6%。

杨孟涵表示，黄酒属于我国传
统酒种，但在中国市场属于较为小
众化的品类，主要在江、浙、沪地区
流行。因为消费习惯、饮用习惯的
影响，影响力有所局限。2022年，
我国黄酒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01.6
亿元，仅相当于白酒产业的六十分
之一，整个黄酒产业的利润也仅有
12.7亿元。

历史上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
很深，日本在饮食习惯上也与中国
相近，这是黄酒、青梅酒出口日本
的文化基础。然而，相对较小的产
业规模、有待提升的文化影响力，

绍兴黄酒在出口市场仍有很大提
升空间。

杨孟涵指出，我国黄酒要想
打开日本乃至国际市场，拓展海
外发展空间，除了产业规模之外，
还面临着标准化的问题。对接国
际标准是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前
提条件。日本、欧美对于食品类
产品均有较高的标准要求，涉及
到酿酒原料的农残标准、酿造标
准等。此外，受潮流文化影响，我
国的黄酒潮流文化在国际上还需
提升国际影响力。

RCEP协定助力中日酒类交流

RCEP 的生效成为日本商品
出口的助推器之一，尤其对中国
市场的出口提升效应显著。通
过 RCEP，中日间首次形成了关
税减让安排。RCEP 生效前，中
国 对 日 本 清 酒 征 收 的 关 税 为
40%。根据减让安排，在协定生
效后关税将分阶段下调，税率逐
步降低，直至第 21 年完全取消；
烧酒的关税也将在此前 10%的基
础上在第 21 年完全降为零。届
时将有极大一部分资金得以释
放，对于进行日本酒类贸易的进
口商和经销商来说，是极大的政
策利好。同时，RCEP 生效后，黄
酒出口日本的关税也会逐年递
减。预计到 2042 年，黄酒关税将
全部减免。

RCEP让中日酒类贸易更“丝滑”
■ 本报记者 王煜

在“双碳目标”的指导下，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转变，新兴绿色产业兴起，旧有产
业同样以更经济环保的方式拥抱
新技术浪潮，走上可持续发展道
路。在日前举办的 2023可持续发
展论坛上，中集集团可持续发展总
监李柱文表示，近年来，绿色低碳
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企业也
需要考虑如何做到经济、环境和社
会效益的统一，通过科技创新解决
客户和社会的痛点，实现业务和使
命共同发展。

在 IBM咨询大中华区企业战
略咨询服务总经理董海军看来，可
以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用更少的
资源和能源，以更经济的材料和更
环保的途径进行生产，形成可持续
发展。

“信息一致化和可视化是管理
供应链的基础能力，作为全球三大
采购中心之一的 IBM，经常帮助
客户做一些全球性的寻源和物料
的储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研判
经济数据、海运数据、全球贸易数
据，预判哪些库存可能会面临稀
缺，以便早期去做统筹规划。”董海
军表示，为了实现高效节能的效
果，IBM 在可持续发展的引领下
形成了“零号客户”概念，即客户的
转型流程和解决方案已经在 IBM
内部先行应用和实践。用数字工
具和运营管理体系帮助企业搭建
一个更好的 ESG 管理体系，发现
未来的增长机遇。

在绿色制造领域，海尔集团首
席审计风控官、海尔集团 ESG 执
行委员会总经理李少华表示，海尔

集团将低碳节能融入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驱动产业链全流程绿色
发展，高度重视 ESG 战略与商业
战略的有机融合，围绕着研发设
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回收处
置等环节，把低碳节能融入产品的
全生命周期，驱动全产业链实现可
持续发展。

据了解，在持续加强科技创新
的同时，海尔还首创高效运营的智
能工厂，通过大数据采集和智能分
析，利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机器人
的技术，实现了仓储管理、物流配
送、产品加工、物流转运等全过程
的高度自动化，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监控和工厂数字化运营。

埃克森美孚北亚市场部可持续
发展业务副总经理万嘉瑜介绍说，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司于
去年做了构架调整。重新规划之后
分成三块业务板块，涉及能源直接
开采勘探的上游业务、解决方案的
中间业务，以及下游关于石油衍生
的低碳解决方案。例如在润滑油业
务方面，从产品、服务和包装这三个
层面提出“三位一体的绿色润滑行
动”，帮助各个行业客户实现节能增
效降碳。

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扮演重
要支撑作用的风电发展，也是埃克
森美孚重点关注的行业之一。“埃
克森美孚在业内率先推出了风电
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对润滑部
件的维护和管理，帮助延长设备使
用寿命，同时也帮助减少换油过程
对环境的影响，为持续扩大的专业
风电运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万嘉瑜说。

加强科技创新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本报记者 穆青风

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
国，美国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农产品
出口促进，在农业法框架下安排了
一系列出口促销项目。现行农产
品出口促销项目由 2018 年农业法
授权设立，主要包括出口市场开发
项目、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和其他出
口相关项目三大类。美国农产品
出口促销项目对我开展农业贸易
促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那么，美
国如何通过出口促销项目来促进
出口，项目主要内容有哪些，资助
对象是什么，资助金额有多少，下
面将进行详细介绍。

一、出口市场开发项目

2018年美国农业法在出口市场
开发方面，设立了一个新整合的农业
贸易促进及便利化项目（Agricultural
Trade Promotion and Facilitation
Program，ATPFP），每年提供 2.55亿
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市场准入项
目、海外市场开发项目、新兴市场
项目、特种作物技术援助以及新设
立的优先贸易基金五个项目。具
体项目内容如下：

市场准入项目（Market Access
Program，MAP）主要用于支持美国
农产品海外市场的开拓、扩张和维
持，2018至 2023年每年提供资金 2
亿美元。该项目主要面向非营利
性的美国农业贸易协会、美国农业
合作社、州级贸易组织以及小型企
业，对上述机构开展的海外营销促

销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如贸易展
会、市场研究、零售商品的消费促
进、能力建设以及海外消费者教育
引导活动等。市场准入项目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棉花、水果、乳制品、
肉类、坚果、羊毛、葡萄酒和水产品
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既资助一
般性的营销活动，也可资助具体品
牌的营销活动。

海 外市场开发项目（Foreign
Market Development Cooperator
Program，FMD）旨在解决或减少外
国进口限制，以及扩大出口机会，
每年提供资金 3450 万美元。该项
目最早设立于1955年，主要资助产
业界开展消费促进、技术援助、贸
易服务等活动，同时要求产业界予
以资金配套。此外，该项目为政府
或产业界开展市场研究提供资金
支持。与市场准入项目主要支持
生活消费品和具体品牌产品不同，
海外市场开发项目主要支持一般
农产品或大宗农产品。

新兴市场项目（Emerging Mar⁃
kets Program，EMP）目的是开发新
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市场，
每年提供资金 800 万美元，以促进
美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农业
机构和农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信
息交流。新兴市场是部长确定的
任何可行的国家、外国领土、关税
同盟或其他经济市场。并且规定
该项目在 2019至 2023财年每年必
须至少覆盖三个新兴市场。

特种作物技术援助项目（Tech⁃
nical Assistance for Specialty Crops，
TASC）为解决妨碍美国作物出口的
SPS措施和美国特种作物出口的技
术贸易壁垒问题提供资金，每年资
助900万美元。资助符合条件的美
国组织解决威胁或禁止美国特种
作物出口的现有或潜在的卫生、动
植物检疫和技术壁垒等问题。适
用产品包括除了小麦、饲料谷物、
油籽、棉花、大米、花生、糖、烟草等
大宗农产品之外的所有植物产品。

优先贸易基金（Priority Trade
Fund）是新增的出口市场开发项
目，主要用于支持帮助美国农产品
进入市场、开发、巩固和扩展市场
的其他贸易促进活动，每年提供资
金350万美元。

二、出口信贷担保项目

出口信贷担保项目是指美国
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通过提供直
接贷款或信用担保的方式鼓励海
外采购商购买美国农产品。该类
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包括两种：短期
信贷担保项目（GSM-102）和设施
建设担保项目（FGP）。

短 期 信 贷 担 保 项 目（GSM-
102）主要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
口农产品提供信贷资金或担保。
该项目每年为经批准的外国金融
机构提供最高 55 亿美元的信贷担
保，期限最长 18个月，支持此类金
融机构向其国内的采购商购买美

国农产品和食品提供信贷。2022
财年项目拨款总额为30亿美元，其
中约一半用于向拉丁美洲国家的
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或信贷担保，其
余用于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

设 施 建 设 担 保 项 目（Facility
Guarantee Program，FGP）目的是改
善或建立新兴市场的农业基础设
施。2022财年项目拨款总额为5亿
美元，旨在解决有些国家因储存、
加工、搬运或分销能力不足而制约
了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问题。该
项目对新兴市场改善或新建储存、
加工等农业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担
保，前提是此类设施有助于扩大该
国自美农产品进口。

三、其他出口相关项目

生物技术和农业贸易项目是
根据 2018 年农业法授权新设立的
项目，用于资助公共和私营部门
向美国生物技术相关农业谈判提
供技术支持，如对政府开展的谈
判进行“快速反应干预”，或者起
草协定案文等。主要适用于针对
使用农业生物技术和其他新技术
生产的美国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
谈判，以及食品安全、动植物疾
病 或 其 他 SPS 措 施 等 领 域 的 谈
判。2023 财年该项目资金额 200
万美元。

（来源：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
分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
中心））

美国如何促进农产品出口？
■ 冷淦潇张明霞柳苏芸

本地化创新
助推新能源车“出海”

■ 邓浩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不仅连
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
国，而且近年来还成为全球最大的出
口国。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正成
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服装、家具、家电曾被称为我国外
贸出口的“老三样”。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一季度，制造业中新优势产品出口
表现亮眼，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
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
66.9%，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
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前4
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34.8万辆，同比
增长1.7倍；其中，4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4倍。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地
遍及全球。

2022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
二大汽车出口国；2023年一季度，中国
在汽车出口量上超越日本，今年有望成
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而新能源
汽车无疑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换道赶超机
会。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
业体系支撑，得益于国家战略布局和企
业集体精进，目前我国汽车企业在新能
源赛道已处于领跑阵营，智能化研发与
应用也走在世界前列。作为高技术、高
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代表，新
能源汽车出口的高速增长，折射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制造业迈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坚实足迹。

不过，新能源汽车“出海”之路也并
非一片坦途。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上，一些领域我们有着不小的优
势，如动力电池等。但是也要清醒看
到，有些领域我们还存在着明显的短
板，例如操作系统和车用芯片等，而这
些是构建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的核
心。只有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强研
发投入，尽早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才能巩固和扩大发展优势，让我国新能
源汽车在海外更受欢迎。

我国新能源汽车海外版图不断
扩大，也有赖于政策和物流等方面的
支撑。近年来，围绕新能源汽车“出
海”痛点，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不
少重要举措，以支持汽车企业积极开
拓海外市场。无论是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运输能力，还是加大财税金融支
持力度，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随着
RCEP 的全面实施，共建“一带一路”
深入推进，以及越来越多双边、多边
自贸协定签署和生效，贸易便利化水
平大幅提升，都将强劲助推我国新能
源汽车“扬帆远航”。

我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会面对
文化和法律差异、汇率风险、国际关系
变化等诸多挑战。这就倒逼相关车企
不仅要深入研究新市场，而且还得加
快建设海外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并
有效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应当
说，能否打好“本地化”这张牌，关系到
我国新能源汽车征战海外市场的最终
成败。对此，“出海”企业既要充分考
虑各种困难，也应满怀信心迎接机遇
和挑战。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
做则必成。

二连浩特是中国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陆路口岸城市，也是中蒙两国边境贸易最活跃的地方。截至5月底，
今年经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总量159.6万吨，同比增长25.7%，其中出境61.4万吨，入境98.2万吨，货运量
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图为工人在二连浩特口岸旁的进出口物流园区中装载准备出口的货物。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