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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情

10月19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
办的 2023 Ozon 全球中国峰会暨

“一带一路”电商发展论坛现场，可
以容纳千余名嘉宾的会议大厅里座
无虚席。会场之外的签到大厅里，
前来洽谈与交流的与会者同样摩肩
接踵。

今年已经是Ozon 全球第二次
在中国举办企业峰会了。在会议现
场，作为 Ozon 公司跨境部门负责
任人，Ozon 全球首席执行官斯捷
潘·古萨莫夫告诉《中国贸易报》记
者，2022年俄罗斯全国消费者线上
消费达到 840 亿美元，线上消费者
人数约为 720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
一年之内在Ozon平台上消费次数
超过一次。

据斯捷潘·古萨莫夫介绍，2016
年，俄罗斯市场的电商渗透率还只
有5%，到现在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17.2%。他相信，到 2027 年俄罗斯
市场的电商渗透率将高达32%。“在
2019年，俄罗斯的消费者平均每个
季度才在线上购买一次商品。但如
今，他们全年的在线消费次数超过
17次。”而在众多消费品中，非食品
领域有望成为线上电商渠道的主
流。“我们看到，这一领域线上交易
额的增长已经高达40%至50%。”

斯捷潘·古萨莫夫说，2022年，
俄罗斯市场上排名前五的零售企业
里，包括 Ozon 在内已经有两家电

商平台企业。在过去，俄罗斯约有
一半左右的线上商品交易发生在电
商平台内部。但如今，这一比例已
经超过了 70%。在此背景下，2023
年Ozon公司的全年销售额有望达
到 1.5 万亿卢布（约合 1800 亿美
元）。这与 2017 年相比，数值增长
超过 34 倍。截至目前，Ozon 已经
成为俄罗斯境内最为重要电商品牌
之一。

两国跨境电商基础持续完善

数字背后，越来越多的电商平
台线下提货点正在俄罗斯如雨后春
笋般快速兴起。斯捷潘·古萨莫夫
表示：“目前，俄罗斯市场排名前三
位的电商市场平台已经拥有超过 7
万个线下提货点，在这其中有 4 万
个都是Ozon所有。”

俄罗斯市场线上销售额的不断
增长，也让更多中国企业看到了商
机。截至今年，Ozon平台已经累计
吸引超过 4 万名中国卖家参与销
售。该公司计划到 2024 年底将这
一数字增加到10万名以上。

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本土卖家，
2022 年 11 月，Ozon 全球在中国的
广东省深圳市设立了企业代表处。

Ozon 全球中国区执行总经理
黄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
俄罗斯本土最大的综合电商上市企
业，除了在中国深圳建立华南区总

部以外，Ozon也在计划在华东地区
设立分部。

近年来，中俄两国经贸交往不
断加深。202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
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同比
增长 29.3%。其中，中国对俄罗斯
出 口 761.2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2.8%；中国自俄罗斯进口 1141.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4%。从规模
来看，2022年中俄贸易保持了稳步
增长。中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
重由 2021 年的 2.4%增至 2022 年的
3.3%，提升了0.9个百分点。中国连
续 13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
伴国地位。

伴随着中俄两国货物贸易的不
断增长，两国企业对于物流服务的
需求也正与日俱增。然而，回看过
去，中俄两国之间的货物运输却又
往往因为物流时效等原因饱受企业
诟病。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Ozon也在努力完善自身的物流
配套服务。黄效介绍：“目前，我们
正与中国邮政、京东物流等企业开
展合作，持续打造更加快捷高效的
物流仓储解决方案。”

2022年3月，Ozon 全球推出了
从中国到俄罗斯的合作伙伴物流，
将交货时间缩短了2倍。2022年12
月，Ozon全球又与中国邮政合作开
通了Ozon e 邮宝和Ozon e 邮宝特

惠。从2023年4月开始，Ozon卖家
可以在中国邮政的700家网点向买
家发送货物。此外，俄罗斯买家还
可以在其国内任一提货点接收来自
中国的商品。而在不久的将来，
Ozon 全球还将为中国企业家推出
合作伙伴仓储中心。Ozon 公司计
划，将从中国到俄罗斯的交货时间
将缩短至8至12天。

“丝路电商”寓意长远

事实上，中俄贸易跨境电商合
作的潜力远不止于俄罗斯市场。

眼看中国电商平台上一年一度
的“双十一”购物节日益临近，Ozon
在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也开
始在大力推动相关大促。“目前，‘双
十一’已经成为俄罗斯及哈萨克斯
坦全年销售最高的电商交易日。”黄
效介绍说。

10月23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对
外公布《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方案的批
复》。根据批复，“丝路电商”合作先
行区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扩大电子商务
领域对外开放，打造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新高地，在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前，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对
外透露，2022 年，中国与“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接近

2.9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
45%左右，同比增速 12.4%，高于中
国外贸整体增速约8个百分点。在
最近一期举行的广交会上，来自“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采购商预计达
到 8万人次。过去 10年，在广交会
这个平台上，从“一带一路”沿线国
而来的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占比
从50.4%提升到了58.1%。

来自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4.32万亿元，
同比增长 3.1%，占我国外贸规模的
比重为 46.5%。具体来看，我国对
中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进出口
分别增长 33.7%、6.7%和 5.1%，均高
于我国外贸整体增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徐坡岭表示，
在全球消费和商业零售增速放缓甚
至停滞的情况下，电商平台零售交
易保持了增长。其中，“丝路电商”
又是主力，主要增长在东欧和俄罗
斯，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机会。

黄效表示，在“丝路电商”方
面，Ozon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
等国家开展业务。此外，Ozon 还
在努力推进在中亚地区各项基础
设施的建设，持续在上述地区开展
市场培育。“未来，这将是一个中长
期的规划。”

俄罗斯电商期待更多中国卖家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上海
市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方
案的批复》，同意在上海市开展“丝
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创建工作。批
复指出，要发挥上海在改革开放中
的突破攻坚作用，鼓励先行先试，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电
子商务领域对外开放，打造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新高地，在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司长朱咏在 10月 24日国新办举行
的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上海市创建

“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的方案重
点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在体制机制的创新。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拓展
国际数据服务、推动实施贸易数字
化便利化、推动伙伴国间信息共享
和互联互通方面率先开展创新性
的探索试点，提出更多实际性开放

举措，为“丝路电商”发展提供更多
制度型公共产品，形成一批具有示
范引领作用的制度型开放成果。

二是重在营造先行先试的环
境。发挥上海市改革开放和制度
创新优势，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虹
桥商务区分别打造中心功能区和
辐射引领区，建设跨境电商集散分
拨中心、优化服务供应链和专业服
务供给，还要建立“丝路电商”国家
馆，集聚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
商务的企业，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
区域载体，打造国际经贸合作的新
引擎。

三 是 重 在 深 化 国 际 交 流 合
作。结合伙伴国的需求，设立“丝
路电商”国际智库联盟、数字技术
应用中心，推动产业互促、平台合
作、资源共享，打造一批促进“丝路
电商”伙伴国共同发展的公共服务
平台，为“丝路电商”合作共赢提供
服务支撑。

“开展‘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创建工作是基于一定条件的，首先
选择于上海市开展离不开上海市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
创新成果。”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周密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不论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上海自贸试验区、发达的金融业，
还是紧密的产业协作体系、巨大的
市场，都印证了上海有实力先行先
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探讨电
子商务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推动

“丝路电商”形成更加有效的创新
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的十年，也是
上海自贸试验区从无到有、从起步
到成熟的十年。作为中国第一个
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十年
来大胆试、大胆闯，打造了以开放
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生动样
板。据了解，自设立以来，上海自贸
试验区实现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
的多个“第一”：推出全国第一张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上线全国第

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创设第
一个自由贸易账户……为实现高水
平开放贡献了一批“上海经验”。

如今，“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创建工作同样在上海启程，一马当
先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探索着“上海经
验”。在周密看来，“丝路电商”合
作先行区的创建有助于和在上海
市举办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有机结
合，畅通贸易循环通道，满足我国
量质齐升的进出口需求，也为伙伴
国打开外贸市场。此外，“丝路电
商”合作先行区有助于吸引数字经
济相关产业在区域内更好地协同，
推动技术集聚，为未来创新发展提
供有效的支撑动力；有助于提升金
融服务能力，促进金融与跨境物
流、贸易、产业、数据融合发展，为
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供应
链金融支持。

如何发挥上海市“丝路电商”

合作先行区的示范性是创建工作
的重要考量之一，关系着该案例是
否可复制、可推广、可普及。周密
认为，首先要给该先行区进行准确
定位，从更开阔的视野着手，以中
国发展丝路电商的基础和目标作
为前提，而非仅服务于上海本地。
这就需要多方协同，与伙伴国建立
起更有效的制度连接和更高层面
的机制保障。同时，需要通过技术
应用和模式创新，如拓展国际数据
服务和电子单证标准应用等，为市
场释放更多动能。

“此外，还要培育一批典型优
势企业，如平台企业、专业企业等，
参与到跨境电商生态圈中。”周密
表示，该先行区的建设既需要“丝
路电商”企业的培育壮大，又需要
拓展丰富的海外仓生态网络，更需
要资金、数据等安全稳定高效的跨
境流动，应全方位多层次考量，为
扩大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治理领域
的对外开放提供“上海样本”。

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营造先行先试环境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上海获批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 本报记者 张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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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信使报》近日报道，
在智利总统博里奇访华期间，
中 智 双 方 签 署 冰 鲜 银 鲑 鱼
（coho）输华协议。智三文鱼理
事会表示，银鲑鱼是智利三文
鱼出口的重要品种之一，智利
海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9
月，智利向中国出口 3822 吨冷
冻银鲑鱼，同比增长 11%。此次
协 定 签 署 对 行 业 有 里 程 碑 意
义，此前大部分智利出口水产
品多为冷冻产品，协定签署后
该品种也将纳入冰鲜三文鱼出
口名单，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
易额、巩固在华市场，为智利带
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
同时有利于促进智利南部地区
发展。

阿塞拜疆 Report 网近日报
道，据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委员
会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1 月 至 7
月，阿塞拜疆累计进口智能手
机 66.6 万部，同比增长 2%，进口
额 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其中，自中国进口 46.1 万部，同
比增长 22%，进口额 1.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4%；自越南进口 16.9
万 部 ，同 比 下 降 14% ，进 口 额
42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8.3%；自
印 度 进 口 3.5 万 部 ，同 比 下 降
53%，进口额 1212 万美元，同比
下降 28%。此外，阿塞拜疆恢复
自日本、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
捷克进口智能手机。

据新华社消息，埃及苏伊
士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自
2024 年 1 月 15 日起，部分船舶
途经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将上
调。声明称，自明年 1 月 15 日
起，原油运输船、成品油运输
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液化天
然气运输船、化学品运输船和
其他液体散货船、集装箱船、车
辆运输船、游船、特殊浮动设施
的通行费将上涨 15%。干散货
船、一般货船、滚装船和其他船
只的通行费将上调 5%。与此同
时，声明还说，从北欧和西欧港
口直接驶往远东港口的集装箱
船不受新一轮涨价影响。今年
6 月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宣
布，苏伊士运河收入在 2022 至
2023 财年达到 94 亿美元，高于
上一财年的 70亿美元。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智利冰鲜银鲑鱼
开拓中国市场

阿塞拜疆进口
中国手机大幅增加

2024年苏伊士运河部分
船舶通行费将上调

位于山东菏泽的单县华民工
艺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彩绘师傅
们正以精湛的画技在一个个蛋壳
上描绘着山水、花鸟鱼虫等中国
传统图案。今年该公司已将 7 批
次“彩蛋”顺利出口至德国、荷兰
等欧盟国家；山东赛马力发电设
备有限公司已经连续 15 年参加广
交会，凭借这一平台，公司年出口
额从不足百万元到超过 4 亿元，增
长了近 500 倍，目前产品销往亚
洲、南美洲、非洲、欧洲等 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前三季度，山东
外贸企业交出一份不错的答卷。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货
物进出口总值 24134.0 亿元，同比
增长 2.5%。其中，出口 14365.8 亿
元，增长 2.5%；进口 9768.2 亿元，
增长 2.5%。

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
厅主任、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徐闻
10 月 23 日在山东举行的前三季度
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山东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扎实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落实落细稳外贸政策措
施，对外贸易表现出较强韧性。

9 月当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10.3%，其中出口增长 8.1%，进口
增长 13.4%。山东民营企业不断
开拓海外市场，表现出极强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前三季度，山东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4.3%，

“民营企业是外贸增长主要
拉动力量。”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
院高淑君在接受《中国贸易报》采

访时表示，前三季度，山东民营企
业 进 出 口 占 山 东 进 出 口 值 的
73.8%，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 3.1个
百分点；民营企业是创新发展的
生力军。例如，在绿色低碳发展
中继续发挥着引领作用，前三季
度，民营企业在山东太阳能电池、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中的比重进一
步提升至 99.4%、77.5%。

共建“一带一路”为山东外贸
发展注入动力。数据显示，十年
来，山东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规模由 2013 年的 7450.5 亿
元攀升到 2022 年的 1.78 万亿元，
累计增长 152.2%，年均增速达到
9.7%，占山东进出口总值比重由
45.5%提升到 55.4%。今年前三季
度，山东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 1.36万亿元，增长 5%。

高淑君表示，山东外贸企业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
稳步扩大，有利于开拓新兴市场，
扭转传统市场需求下滑不利局
面，稳固山东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有利于优化贸易结构，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山东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在橡胶、原油、塑料以及
集成电路等商品贸易上具有优势
互补关系，进而推动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助力实施
碳达峰行动；有利于夯实互联互
通，增强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据统计，山东已开通“齐鲁号”国
际运营线路 53 条、港口航线 340
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29 条，鼓励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
设公共海外仓，发展跨境电商新
业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稳的
大环境下，为稳定山东外贸增长，
高淑君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用好政策空间。全力抓
好国家和省级出台的各项稳外贸
政策落实，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真
正让政策红利变为企业的“真金
白银”。

二 是 加 大 国 际 市 场 拓 展 力
度。按照山东“境外百展”市场开
拓计划，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分类
施策，采取参加展会（比如抓住用
好近期将举办的广交会、进博会
等境内知名展会）、拜会客户和开
设海外仓、分公司等方式，持续开
展“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培育行
动，指导特色产业带企业对接跨
境电商平台、大型商超等总部企
业，拓展出口渠道和规模，提升国
际新兴市场份额，扭转传统市场
需求下降局势。

三 是 强 化 为 企 纾 困 服 务 力
度。用好“山东稳外贸稳外资服
务平台”，持续开展“进现场、解难
题、促发展”专项服务，集成整合
政策宣介、市场开拓等服务举措，
快捷、高效解决外贸企业困难问
题。加快构建关地港铁区企协同
机制，优化口岸环境，降低企业进
口成本。同时，通过强化培育引
导、要素保障等，为外贸稳定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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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 老 挝《万 象 时
报》报道，两列运载新鲜果蔬的
冷 链 班 列 近 日 从 云 南 玉 溪 出
发，开往老挝万象和越南老街，
标志着中老铁路、中越铁路国
际冷链快运服务正式开通。

国际冷链快运服务将连接
云南及中国内陆地区和中南半
岛经济走廊。中老铁路冷链列
车可实现云南至万象 26 小时货
物运输；中越国际冷链货运班
列依托昆（明）玉（溪）河（口）铁
路、中越米轨铁路打造，20 小时
内可将货物运抵越南老街。

据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报
道，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冷链班列在安全、高
效、运力、冷库设备等方面具有
优势。列车可将新鲜水果和蔬
菜从云南生产基地直接运送到
国外消费者手中。云南具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雨量
充沛，土壤肥沃，一年四季盛产
各类果蔬，年产蔬菜超 2800 万
吨，水果超 1300 万吨。中老铁
路、中越铁路冷链列车的运营，
预计每年将 5 万吨云南果蔬运
往东南亚，同时也将通过铁路，
把 10 万吨以上的来自泰国、老
挝、越南的热带水果带到中国，
丰富国人的“蔬果篮”。

截至 10 月 10 日，中老铁路
自 2021 年 12 月 3 日通车以来，
已累计发送货物超 2700 万吨。
中越班列已开行 4100 列，运送
货物超 160万吨。

（宗赫）

中老铁路、中越铁路
冷链列车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