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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7日，中国贸促会举行例行新闻发布
会。发言人孙晓表示，中国贸促会响应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持续强化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功
能，广泛调动各国工商界力量，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作出积极贡献，具体可总结为三点。

一是平台赋能。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国
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已经成
为全球工商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来
自 48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参展第
二届链博会满载而归，更多国家的新朋友表达了参
加第三届链博会的积极意愿。中国贸促会精心组
织举办“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中日韩工商峰会、中
非企业家大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中国—
拉美企业家高峰会、中国—葡语国家企业家大会等
众多品牌活动，为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落地
开花提供丰沃土壤。此外，中国贸促会还推动成立
长三角“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会，联合陆海新
通道沿线 17 个国家工商机构共同发起成立陆海新
通道国际工商会联盟，推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与共建“一带一路”有效衔接。“下一步，中国贸促会
将进一步把这些平台和机制做好做精，为共建‘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发挥更大作用。”孙晓说。

二是会展链聚。2024 年，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
企业赴泰国、斐济、洪都拉斯、印尼、南非、阿联酋等
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展办展，参办展面积近万
平方米。经中国贸促会审批，全国各组展单位赴 46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国展览项目 616 项，实际
展出面积 36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27101 家，项目数、
展 出 面 积 、企 业 数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5.2% 、17.9% 和
23.4%。截至 2024 年 11 月，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往共
建国家商事证明书 54.39 万份，占总签发量 90.4%；签
发往共建国家原产地证书 415.99 万份，占总签发量
70.74%。“以会展为‘链’，有越来越多的共建国家产
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和
中国创造走向‘一带一路’。”孙晓说。

三是商法护航。中国贸促会持续为共建“一带一
路”中外工商企业提供国际贸易仲裁、知识产权保护、
商事调解咨询等一站式、全链条、国际化的商事法律
服务。截至 2024年 11月，中国贸促会所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受理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 318件，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受理 50件。中国贸促会举办第十二届仲裁周、2024 海上丝路国际经贸
仲裁高级研讨会、第八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高规格共建“一带
一路”商法活动，持续更新 104本《“一带一路”国别法律研究》丛书。中
国贸促会积极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更好发挥作用，该组
织由中国贸促会倡议推动成立，会员单位涉及全球 100 余个国家和地
区，是致力于为共建“一带一路”工商企业提供全面商事法律服务的重
要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商法服务是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稳定
器，中国贸促会将不断优化商法服务体系，创新商法服务方式，为中外
工商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孙晓说。

会上，孙晓还发布了 2024 年版《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
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合作平稳发展，超八成受访企业扩大和维持对外投资意向，超九成受
访企业对中国对外投资前景持较为乐观态度。

《报告》表明，202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从地域看，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从行业

看，五成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择制造业，近三成企业优先选择批发和零
售业。从目的看，近七成企业对外投资目的为开拓海外市场，近四成企
业为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超三成企业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从成效看，超六成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增加或保持稳定。从货币选
择看，超六成企业考虑使用人民币开展对外投资，超八成企业使用人民
币开展对外投资的意愿增强。从出海意向看，近五成企业有“抱团出
海”意向，近七成企业“抱团出海”对象是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

从社会责任看，87.5%的企业在东道国履行了社会责任，82.2%的企业
表示其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基本满足预期。从出口促进看，近
七成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后增加了对东道国的出口贸易额，其中超三成
企业扩大了对东道国关键设备、原材料的出口。

支
持
体
系
不
断
完
善
中
企
出
海
再
绘
新
篇

■
本
报
记
者

昌
海

实
习
记
者

万
泽
玮

实
习
生

肖
雨
涵

咖啡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
高原，传说牧羊人卡尔迪偶然发现
羊群食用一种红色浆果后异常兴
奋，由此发现了咖啡。15世纪，咖
啡向北穿过红海进入也门，开启全
球之旅，并于晚清传入我国，现在
已经成为普及大众的消费品。旺
盛的消费需求带动我国咖啡进口
快速增长，近5年咖啡及制品进口
量由10.3万吨增至19.7万吨，年均
增速达到 17.5%。与此同时，国产
咖啡强势崛起，由出口转向内销，
成为市场宠儿，拥有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

作为舶来品，咖啡在我国的消
费历史并不长。1836 年前后，我
国第一家咖啡馆在当时唯一通商
港口广州诞生。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咖啡主要为涉外码头城市中
的特定阶层所享用，普通大众极少
有机会接触。20 世纪 80 年代，麦
斯威尔和雀巢入驻中国，速溶咖啡
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1999
年，星巴克的到来推动我国市场进
入咖啡现磨的全新时代，并在
2017年之后迎来快速发展期。

2018 年至今，我国咖啡消费
量持续增长，2024 年生豆消费量
预计达到 37 万吨，排在全球第六
位，较 2018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
12.5%，同期全球咖啡消费保持
0.5%的平均增速。我国咖啡市场
迅速扩张，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以
瑞幸咖啡为例，截至 2022年末，国
内门店数量 8214 家，2023 年增至
16218 家，2024 年前三季度达到
21298家。

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是两大
咖啡豆品种，分别占全球总产量
的 55%和 45%左右。阿拉比卡主
产区位于拉丁美洲和东非，巴西
以近一半的产量占比稳居世界首
位。阿拉比卡咖啡因含量低、口
感顺滑，是现磨咖啡的优选。大
众熟知的铁皮卡、波旁、蓝山、瑰
夏等都属于阿拉比卡种咖啡。罗
布斯塔种植集中在越南、巴西、印
度尼西亚等地区，由于其咖啡因
含量高、口味更苦，常用于制作速
溶和浓缩咖啡。

咖啡产品主要包括生豆（未焙
炒）、熟豆（已焙炒）、速溶及浓缩咖

啡。对生豆的烘焙是影响咖啡风
味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烘焙产
能的提升和消费者对咖啡风味和
品质的重视，生豆占咖啡及制品进
口总量的比重显著提高。2019年
至 2023 年，我国生豆进口量占比
从 50.5%增至 71.1%，进口额占比
从29.1%增至55.5%。

越南长期位居我国咖啡进口
第一大来源国，直至 2023 年被巴
西赶超。在我国前五大咖啡进口
来源国中，越南和马来西亚是规模
稳定的传统伙伴，巴西、埃塞俄比
亚和哥伦比亚是快速扩张的后起
之秀，也是进口增量的主要贡献
者。2023 年我国自巴西、埃塞俄
比亚和哥伦比亚咖啡进口量分别
是 2020 年的 6.9 倍、4.5 倍和 3.7
倍，且基本均为生豆，这也反映出
咖啡消费习惯的变化。

我国咖啡产量不到全球 2%，
种植区集中在云南和海南，分别以
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为主要品
种。与进口咖啡相比，国产咖啡的
新鲜度和原香度更高，在我国咖啡
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自 20世纪 50年代起，云南就
成为我国最大的咖啡种植基地，
2023年种植面积 114.6万亩，占全
国 97.9%，产量 14.3 万吨，占全国
98.6%。其中，普洱以 55%的产量
占比排在云南第一位，临沧和保山
各占15%。近年来，国产咖啡豆的
品质把控和品牌培育持续强化，向
精品化发展，受到星巴克、瑞幸、库
迪、Manner 等多家中外咖啡品牌
青睐。

我国咖啡产量在 2014年达到
12.8 万吨的峰值，此后产量有所
下滑，但 2019 年之前生豆出口量
均保持在 6 万吨以上，2018 年高
达 9 万吨。2018 年以前，云南每
年出口的咖啡及制品约占产量的
80%。随着我国咖啡市场蓬勃发
展，国产咖啡出口转内销特征十
分明显。2023 年生豆出口量仅
1.7 万吨，咖啡及制品总出口量
2.8万吨，国产咖啡更多被国内市
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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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在中国：浓香之旅正当时
■ 秦韶聪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
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11月，中国汽车出口584万台，
出口增速 23%。其中，对俄罗斯出
口106万台，同比增长26%。

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海外车
企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中国车企
在俄迎来巨大发展空间，目前俄罗
斯已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的最大单一
市场。但是，美国驱动的对俄制裁、
二级制裁使银行结算风险逐步加
剧，退出俄罗斯汽车市场两年的日、
韩、德系车企有恢复销售的迹象，加
之俄罗斯深化进口替代和关税新政
增加了中国汽车销售成本，2024年
下半年以来，中国对俄罗斯汽车出
口增速明显放缓。

中国汽车在俄发展是特殊时期
的“昙花一现”，还是长久经营的“厚
积薄发”？

俄汽车市场三分天下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汽车
市场以日、韩、德车企为主。在对俄
制裁的大环境下，各国对制裁态度
各异：德企坚决退出；日、韩虽官宣
退出，但始终伺机躲避制裁、尽力
维护之前市场。俄罗斯汽车市场
竞争格局复杂，不仅对日、韩、德等
国汽车产品与技术依赖根深蒂固，
而且俄政府重视进口替代，大力发
展本土车企，对外资车企政策变化
无常。目前形成了俄罗斯企业占据
政策优势，日、韩、德等国企业占据
口碑优势，我国企业占据市场优势
的“三分天下”格局。

俄罗斯本土企业享有政策支

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汽车工业
虽继承了苏联“遗产”，但至今未有
大的改变与发展。制裁加快了俄
罗斯政府进口替代政策的进程，两
年间俄罗斯本土汽车品牌市场占
有率由20%激增至40%。俄罗斯国
产汽车一面享受着政策红利，一面
积极开拓印度、土耳其等市场以巩
固制裁带来的零部件缺失问题。
然而，俄罗斯本土品牌仍处于小型
汽车市场最底端，技术水平提升缓
慢，存在着技术落后、核心零部件
无法自产、市场认可度低等诸多问
题。普京政府对国产汽车前所未
有的政策支持有利于提高俄国产
汽车竞争力，同时也大大拉高了外
资汽车的成本。

日、韩、德车企受到市场青睐。
俄乌冲突之前，日、韩、德三国汽车
品牌深耕俄罗斯市场十余年，均在
俄设有多条完备组装生产线，常年
出口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国家，占据
了从低端到高端的绝大部分市场份
额，具有扎实的市场口碑。大批俄
罗斯家庭表示愿意暂时放弃购车计
划，等待日、韩、德车企回归或购置
其品牌二手车。

欧美制裁开始后，日韩一面高
喊响应制裁退出俄罗斯市场，一面
与俄罗斯市场保持贸易，利用制裁
打压其他在俄车企，探索出制裁下
的新道路。韩国政府以代理人的方
式参与俄及欧亚经济联盟市场。日
本利用地理优势从俄罗斯远东符拉
迪沃斯托克港大规模开展平行出口
和二手车业务。德国车企则坚决离
开俄罗斯市场，放弃在俄罗斯经营

多条生产线。日、韩、德车企目前虽
以各种形式退出俄罗斯市场，但市
场基础较好，品牌效应依旧。随着
制裁常态化、日韩逐渐完善在俄罗
斯经营新模式，我国车企在俄面临
的竞争和投资风险可能增加。

我国车企抓住难得机遇。2022
年之前，中国乘用车占俄罗斯市场
不足十分之一，2024年已飙升至六
成。以吉利、哈弗、奇瑞、宇通为主
的我国车企在俄深耕多年，同时抓
住了俄乌冲突的窗口期，购买日、
韩、德车企在俄罗斯的遗留生产
线。哈弗已基本实现在俄生产组装
一条龙，吉利的零部件大多从国内
出口在俄组装，奇瑞也已在俄启动
建造独立生产线。

除乘用车外，中国车企工程车辆
在冲突爆发后第一时间进入俄罗斯
市场并迅速打开局面，市场占比由
2022年之前的5%暴涨至2023年底
的63%。2023年，以重汽、陕汽、三一
重工、徐工为代表的重卡车企对俄出
口达14万辆。由于大型机械领域是
俄罗斯进口替代发展的重点，俄罗斯
特种机械和设备制造协会多次向俄
罗斯高层提议，以征收反倾销税的方
式降低中国车企的市场竞争优势。
但因KAMAZ、GAZ等俄罗斯本土车
企频遭制裁，无法获得技术与零部件
支持，短期内俄罗斯对我国车企仍高
度依赖。

然而，由于中国汽车进入俄罗
斯时间较短，对其市场了解程度与

产业适配度远低于日、韩、德车企，
俄罗斯用户普遍认为我国产品缺乏
配套维护体系，存在后期维护困难、
配件供应链不稳定、缺乏操作人员
培训服务等诸多问题。此外，俄罗
斯于2024年4月1日起实施平行进
口管制，在深化自身进口替代政策
的同时，也限制了我国车企。

把握时机谋划俄罗斯汽车市场

当前，虽然大量外国车企撤离俄
罗斯市场，产生市场空白，给我国车
企带来大好时机，但俄罗斯市场环境
依旧复杂，且存在较大不稳定性。我
国车企应把握时机、灵活应对。

从市场角度看，应抓住市场机
遇、稳中求进。紧跟俄罗斯政策变
化，仔细研判市场。因应其他外企
撤出，对新生代理人品牌以及二次
制裁等问题逆势而上，探索相应应
对策略。参考我国东北、新疆等与
俄罗斯气候较为接近的地区，探索
目标市场需求，合理配置产品。俄
罗斯能源丰富、气候寒冷，无论在配
套设施还是国家政策上，均未做好
大规模接受新能源产品的准备。在
加紧燃油车企进入俄罗斯先期布局
的同时，我国新能源车企应放缓脚
步，避免资源错配。

从政策角度看，应顺应俄罗斯
进口替代政策，嵌入其产业链。俄
罗斯汽车与大型机械企业技术水
平远落后于我国，但作为有丰厚资
源的重工业大国，加之政策扶持，
俄罗斯本土车企具有较大发展潜
力，且其政策多变的根本原因是外
企无法促进俄罗斯自身工业水平

的发展。因此，我国车企应顺势而
为，积极融入俄罗斯政府所需环
节，嵌入俄罗斯产业链，深化供应
链。利用我国车企在零部件、发动
机等领域的优势，助力俄罗斯进口
替代发展，深化产能合作，打造顺
应我国车企技术模式的俄罗斯产
业生态链条。

从生产角度看，应深化生产线
合作，主动进入外国车企撤离后大
量闲置的汽车与机械设备生产线。
哈弗目前已建立与现有生产线合作
为主、自建为辅的模式，实现在俄罗
斯内部自产自销。加里宁格勒、卢
卡加、图拉等多条汽车组装生产线
也均与中国车企建立了合作。但应
根据回购政策，有选择地接手生产
线，降低投资风险。

从品牌角度看，应保证产品质
量，树立中国品牌形象。我国车企出
海时间尚短，国际市场经营管理经验
不足，且存在明显文化差异。“价格
低、质量差”一直是俄罗斯民众对中
国产品的普遍刻板印象。汽车产品
在俄罗斯经营时间较短，市场信任感
不强。我国车企应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同时加大市场宣传，打造“中国制
造金名片”，逐步扩大市场认可度，从
而保持在俄汽车市场的竞争优势，助
力中国汽车出海，保证中国汽车在俄
罗斯市场“驶”得远，“驶”得久。

（作者分别系浙江外国语学
院西语学院讲师、环地中海研究
院斯拉夫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浙
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
授、环地中海研究院斯拉夫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

探寻中国汽车对俄出口长久之计
■ 卫晓 王殿开

近年来，江苏省宿
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
产力发展，通过搭建
平台、资金扶持、精准
服务等措施，加速企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推动生产制造向
智能化、信息化、数字
化迈进。图为在宿迁
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合
光能（宿迁）有限公司
数字化车间里，工人
正在赶制太阳能光伏
外贸订单。

中新社发 王力 摄

图为在江苏省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码头，滚装轮正在装载出口
车辆。 中新社发 王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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