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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日本国际贸易促
进协会访华团欢迎宴会暨首届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推
介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
会长任鸿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
和日本是搬不走的近邻，拥有广
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维
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
两国经济界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50 多年来，中日两国作为
重要经贸伙伴，在实现各自发展
方面相互促进、彼此成就，利益
深度融合。”任鸿斌表示，去年，
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共同致力于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
稳定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为今
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的健康稳
定发展和中日经济界的交流合
作指明了方向。

任鸿斌表示，继去年纪念中
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后，今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5 周年

的重要年份。中日应该做大经
贸合作的“蛋糕”，在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财政金融、医疗养老
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更高水平
的互利共赢。

此次活动也是日本国际贸
易促进协会作为日中友好七团
体之一进行的第 46次组团访华。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
长、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
在致辞中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中日交往经历了风风雨雨，
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贸易
方面出现过问题，也曾被第三方
影响造成困难局面，但中日两国
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
则，依然使双方关系得到发展。

“双方合作是我们克服所面
临困难的最好办法。”河野洋平
表示，虽然现在面临诸多困难，但
如果放眼十年后，就会发现这些
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日方希望

能和中方协同，开创美好未来。
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推介也是现场活动的重
要环节。在中国国际商会会展
部副部长罗垒对该博览会筹备
情况进行介绍后，日本通运董事
会主席、代表董事渡边健二以及
日新上海事务所中国统括章征
荣作为参展企业代表先后发言。

渡边健二表示，物流对于供
应链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
撑作用。日本通运集团希望把
企业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为中
日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在日语里，共创和竞争是
同一个发音，物流企业之间不光
要竞争，应该更多地去共创，通
过合作使物流事业得到更大发
展。”渡边健二举例说，日本通运
集团此前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
作论坛期间与中国相关物流企
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目标
是通过开展合作共同开拓物流
发展的视野。

在渡边健二看来，首届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可以为
企业提供更多面对面交流探讨

的机会，在日中之间有这样的平
台非常重要。

章征荣指出，首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链接世界共
创未来”的定位非常符合其公司
作为国际化物流企业开发中国
市场以及其他海外市场的战略。

据介绍，日新公司与中国市
场“ 结 缘 ”已 有 近 70 年 历 史 。
1955 年，日新公司承办了中国在
日本东京和大阪举行的首次海
外展览会的运输和报关业务，成
为 公 司 与 中 国 业 务 往 来 的 起
点。1963 年，公司被中国贸促会
指定为日本运输行业中的第一
家友好企业。

章征荣表示，日新公司已与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并
成立中外运—日新国际货运有
限公司（下称中外运—日新）。
作为中日强强联合的合资企业，
中外运—日新致力于增强两国
间物流业务往来，努力发挥好中
日友谊和经贸合作的桥梁作用。

“我们希望充分利用首届中
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作为
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创新集聚、
学习交流的四大平台的作用，全

面观察中国市场发展的方向，
更多地了解中国链接世界市场
的走向。我们将继续发挥中外
运 — 日 新 作 为 合 资 企 业 的 优
势，为客户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提供更好的综合性物流服务。”
章征荣说。

任鸿斌表示，欢迎日本经济
界继续深化对华合作，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享中国经
济发展红利，续写中日互利合作
新篇章。中国贸促会愿与日本
国贸促一道，顺应两国经济界期
待，为中日扩大经贸交流合作搭
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机遇，为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数据显示，2022 年中日贸易
总额 3574 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
额 1845 亿美元，出口额 1729 亿
美元。截至 2022 年 11 月，日本
累 计 在 华 投 资 设 立 企 业 55393
家，实际使用 1273.1 亿美元，在
我利用外资总额国别中排名第
二。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对日本
直接投资累计约 48.8 亿美元，主
要涉及制造业、金融服务、电气、
通信、软件等领域。

中国贸促会向日本经济界推介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续写中日经贸互利合作新篇章
■ 本报记者 张寒梅

本报讯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
日下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加强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
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口岸

基础设施和区域国际物流大通道建
设，保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今年是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
参加论坛活动，共同把这条造福世
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共同把“一带一路”这条
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本报讯 6月 29日至 7月 2日，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率团访问俄
罗斯。

访问期间，张慎峰一行拜会了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晖，与使馆经商处
进行了工作交流，会见了俄中实业家
理事会主席季莫琴科和俄联邦工商
会主席卡特林，实地考察了俄出口中
心，调研了俄Resource农业集团并推
介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拜访了俄中总商会并与周立群会长
进行交流，举办了中俄实业家经贸洽
谈会、中俄实业界经贸与投资合作会
议和中资企业座谈会。

张慎峰表示，中俄两国经贸合
作发展前景广阔，互补性强，希望两
国商协会落实好中俄元首战略引领
和合作共识，积极推动工商界广泛
深入交流。 （李文）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张慎峰率团访问俄罗斯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