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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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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金融大国，
中英强化经济财金交流合作符合两国利
益、符合各界期待，对两国推动经济增长
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世界
经济发展增添确定性，注入新动力。我
们期待双方通过此次对话发掘合作潜
力，推动中英经济财金合作取得更多务
实成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1月10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高度评价的
这场活动，正是 1月 11日举行的中英经
济经济财金对话。英国新任财政大臣蕾
切尔·里夫斯率团访华，与国务院副总
理、中英经济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
何立峰一同主持此次对话，双方就宏观
经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投资、产
业合作、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合作等
议题展开讨论。

1月 11 日，里夫斯还与英国驻华大
使吴若兰等人一同出席由中国贸促会与
英国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英国财政大臣
与中国工商界圆桌会，与中国电信等知
名企业代表共叙投资机遇。

在特朗普即将“回归”，全球经济形
势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刻，为何中英要重
启经济财金对话，加强务实合作？回望
中英关系两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或许我
们能找到答案。

工商力量促中英相拥

中英关系的“破冰”与正常化，工商
力量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新中国建立之
初的 1952年。虽然早在两年前，中英两
国就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因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英国参与“联合国军”，对
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战略物资禁运，中
英关系跌入冰点。

然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与外
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建立经济联系。而参
与美国的对华禁运，也导致了英国国内
民用工业品的滞销。中英双方都有加强
与彼此经济关系的需要，那年举行的莫
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正提供了机会。

1952年 4月 3日，来自东、西方近 50
个国家的代表齐聚莫斯科。参会代表团
中，包括了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后来
也成为中国贸促会首任主席的南汉宸率
领的中国代表团和波以德·奥尔率领的
英国代表团。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
杰克·佩里也在英国代表团中。

会上，中英工商界代表来往频繁，对
英国代表团发展贸易关系的诸多提议，中
国代表团均予以积极回应。4月12日，中
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中英贸易协议》，就
双方非战略物资贸易作出详细规定。6月
7日至9日，佩里代表英国贸易委员会与中
国代表就纺织品等贸易进行谈判，签订了
中英第一批售货合同。

1953年 6月 19日，在英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的资助下，由16名英国工商
界人士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在佩里的带领
下到达北京进行访问。后来，佩里率领
的这一组织扩充到48家企业，这就是如
今的“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

同年7月6日，英国贸易代表团与北
京的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双方各进出
口 3000万英镑产品的贸易协议。至此，
中英贸易已经初步打开局面，从 1952年
至 1953年，中英贸易总额增长 276%，英
国对华出口增长 392%，对华进口增长
138.6%。

1957 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当选为
英国首相，英国正式单方面废除了美国
制定的“中国差别”，基本解除对华贸易
限制，中英贸易出现大幅增长。中英经
贸关系的发展，为双方 1972年正式恢复
大使级外交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用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
德·威尔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对周恩来
总理所说的一句话总结那段历史：“中英
贸易的开展，符合两国的需要，因而是对
两国有利的。”上世纪 50 年代那个东西
方地缘政治对抗十分剧烈的时代，中英
工商界却在彼此需求的基础上开展了务
实合作，用这种务实合作逐步驱散地缘
政治对抗的乌云，迎来了中英正式恢复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时刻。

危机催生经济财金对话

让我们把指针拨到2008年。那年1
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英国
首相布朗会面，决定建立副总理级中英
经济财金对话机制。4月15日，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王岐山与时任英国财政大臣阿
拉斯泰尔·达林共同主持首次中英经济
财金对话，两国经济、财政、金融、贸易、
外交等部门负责人与会。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建立之时，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已然面临危机。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
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
保护。随后，美国次贷危机一发而不可
收，其影响越来越大。这是 2008年 6月
爆发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

危机即将来临，当时已是世界第三
大经济体的中国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
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以对话夯实经
济合作基础从而对冲经济风险，对中英
双方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成立以来，这一机制有力推动和
促进了中英双边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
中英两国贸易额增长近一倍，投资增长
近两倍；金融合作进一步加深，英国加入
亚投行，在伦敦金融城建立了人民币清
算中心，“沪伦通”合作稳步推进；700余
家中国企业和项目到英国投资，为英国
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

中英两国在多次经济财金对话中达
成关于宏观经济、金融监管、贸易投资领
域的政策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对于世界
而言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领
域的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稳定
性和增长动力；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
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播，稳定全
球金融市场；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同样
有利于拉动全球贸易的复苏和增长。

2015 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宣
布，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重启对话，重塑未来

2019年以来，英国前政府把中国视

为威胁，大搞对华地缘政治对抗，但这并
没有为本国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相反，英国经济增速一直疲软，2023 年
和 2024年经济增速仅有 1%左右。保守
党政府不得人心，2024年大选中，以“增
长”作为其施政关键词的工党领袖斯塔
默上台执政。

2024年 9月 17日，英国前国际贸易
大臣，斯塔默的顾问彼得·曼德尔森访问
香港。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
示，保守党前政府缺少对华必要沟通，已
经造成较大的风险，工党新政府希望改
变中英关系，与中国重新接触，“及时重
建英国过去与中国进行的战略对话”。

9月 18 日，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
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对
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通
电话，讨论重启中英经济财金对话。4
个月后，第十一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终
于正式启幕。

“对工党政府来说，尤其在当前形
势下，最终决定其支持率的还是经济
问题，所以促进经济增长肯定是工党
政府的首要目的。两国在金融经贸合
作上有基础，从该领域切入更容易达
成共识，从金融经贸恢复双方交流对
话和合作，也显示出工党政府不愿一
开始就承受过大压力，中英关系有一
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不能一蹴而就。”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崔洪建认为。

对于中国来说，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英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市场，金融服
务、消费、医疗、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双
方合作发展势头稳健，潜力巨大。在金
融领域，中国正扩大该领域的开放，具
有长期发展历史和丰富发展经验的英
国金融业，与中国进一步开展合作潜力
巨大。

2025 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或许注
定不平凡。特朗普重返白宫，声称要对
全球产品普遍征收高额关税，为全球经
济增添巨大不确定性。中英在此时加强
合作，不仅对双方是好消息，对世界也将
有巨大积极意义。

中英携手正当时
■ 本报记者 昌海 实习记者 万泽玮

智利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
南美国家，也是首个就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签署双边协议、
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南
美国家。智利日益重视亚洲市场，
并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国际市场，在
发展对华关系和提升贸易合作方
面，始终走在拉美国家前列。

智利是如何成为中国在拉美
国家中重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

智利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
国家，跨越 38 个纬度，各地区地理
条件不同，气候复杂多样，周边的
天然地形保护可以防止外来病虫
害的侵入，降低农业病虫害的影
响，有益于优质农产品生产。智利
靠近因秘鲁寒流而形成的“秘鲁渔
场”，渔业资源丰富，有良好的渔业
养殖基础，是世界人工养殖三文鱼
和鳟鱼的主要国家。智利包含了
至少 7 种气候类型，中部地区更是
世界上仅有的五个拥有地中海气候
的地区之一，适宜种植水果蔬菜，生
产葡萄酒。自上世纪以来，智利的
葡萄酒产业发展较快，让其成为世
界上最重要的新兴葡萄酒生产国，
2023年葡萄酒产量11亿升，居世界
第五，出口额15.3亿美元，居世界第四。由于地处南半
球，智利与中国等北半球国家具有反季节互补优势。
此外，众多的气候区使得智利的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从
北到南可以错开周期生产，一年有较长的出口期。

受限于多山的地理环境，智利耕地较少，在谷物
生产上没有优势。20世纪 60、70年代，为突破农业发
展的瓶颈，智利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农业改革，
并充分利用本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发展水
果、水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业。

智利主要生产苹果、葡萄、樱桃（车厘子）、鳄梨、
蓝莓、李子、桃、梨等。水果种植面积超过 34万公顷，
年产量约500万吨。2023年至2024年，苹果产量87万
吨，其中出口 46.3 万吨；樱桃产量 47 万吨，其中出口
41.4万吨；柑橘产量 17.7万吨，其中出口 9.2万吨。根
据智利《2023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统计年鉴》，2023年智
利渔业产量 410.2万吨，其中手工捕捞业产量 161.7万
吨，占 39%，养殖业产量 150.2万吨，占 37%，工业捕捞
98.2万吨，占24%。

值得注意的是，智利粮食总产量虽然不高，但是
主要谷物和油菜籽的单产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位居
世界前列。

智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南
美国家，之后协议不断补充升级，中方承诺对智方
95.3%的农产品最终取消关税，智方承诺对中方 98.3%
的农产品最终取消关税，我国对进口较多的樱桃、鲜
梅及李等在2010年已经实行零关税。

在中国入世和中智自贸区建设带动下，中智农产
品贸易快速发展。2001年至2023年，中国与智利农产
品贸易总额呈持续增长态势，从1.1亿美元增长至58.5
亿美元，年均增长19.7%。其中，中国自智利农产品进
口额从 1.1亿美元增长至 52.6亿美元，增加 46.4倍；出
口额从 355.2万美元增长至 5.9亿美元，增加 165.1倍。
近年来，智利的樱桃（车厘子）、鲑鱼、鲜梅及李、葡萄酒
和饲用鱼粉等农产品快速进入中国市场，充分享受了
中国庞大的农产品市场红利。目前智利已成为中国最
大的樱桃和鲜李进口国，第二大鲑鱼和葡萄酒进口国，
仅樱桃的进口额就占自智利农产品进口总额的48.5%。

2025年是中智建交55周年，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向智利敞开怀抱，相信中智两国将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智农产品
贸易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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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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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浙江省
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
镇工业园内一派生产
忙碌的景象，各企业加
足马力赶制订单，满足
国内外客户需求。图
为当地外贸企业工人
在抛光出口海外的自
行车钢圈。
中新社发 胡剑欢摄

（上接第1版）

新成果

2024 年 9 月 20 日，2024 年“一
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
行。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
会会长任鸿斌会见了与会各国工商
界代表团团长。多位驻华使节和来
自 66个国家、地区的 500余名政商
界代表出席论坛。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第
十七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在
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举办，中拉工
商界发布《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工
商界合作马那瓜倡议》。

……
一年来，中国贸促会以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工作
取得新成果。

品牌活动综合效应提升。中俄
博览会、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一带
一路”贸易投资论坛、中国—葡语国
家企业家大会、中国—中东欧国家
联合商会会议等一批重点活动，吸
引大批共建国家企业参加，促成一
系列务实合作成果。“一带一路”商
协会吉林行、“网上丝路·湖南好物
走世界”“桂通五洲”“云品出滇”“蓉
商海外行”等活动成效明显。

工作机制不断拓展。中国国际
商会联合陆海新通道沿线 17 个国
家的 18 家工商会发起成立陆海新
通道国际工商会联盟。上海贸促会
牵头发起成立长三角“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促进会。
“郑州成功申办了 2025年第十

八届中国—拉美企业高峰会，河南
申办中拉峰会逐梦十年，今年终于
梦想成真。筹办中拉峰会是河南省
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一定会全力
以赴。”河南省贸促会会长张艳说。

甘肃省贸促会会长盛云峰表
示，共建“一带一路”为甘肃开放提
供了新机遇。甘肃省贸促会将以向
西开放为重点，在国际展会的平台
上重点推介甘肃与相关国家的装备
制造、新能源开发等领域的投资贸
易合作，积极服务企业多元化开拓
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中来。

全国贸促系统广泛调动各界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为支持我国企
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贡
献了贸促力量。

新台阶

2024 年 10 月 19 日至 22 日，中
国贸促会与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
在杭州共同主办世界知识产权大
会，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现场宣读
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92个国家
和地区 2200 余名知识产权界人士
与会，覆盖国别和地区数量创历史
新高。

2024年 9月 27日，中国贸促会
主办的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在北京举
行，与会工商界、法律界发布《2024
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北京宣言》。

……
这一年，中国贸促会践行习近

平法治思想，完善一站式、全链条、

国际化商事法律服务体系，全力护
航企业国际化经营，商事法律服务
再上新台阶。

争端解决服务加快拓展。中国
贸促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总对
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在 10 个省
区市进行试点。商法中心新设9家
地方和行业调解中心，全年受理调
解案件 1 万多起。贸仲委、海仲委
新受理案件数量均有明显提升。推
动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发
布投资争端仲裁规则，以多种方式
预防和处理国际商事争端。

知识产权服务进一步优化。
专商所、港专公司全年共代理专
利、商标申请稳中有升，其中“内向
外”申请显著增长。中国贸促会涉
法单位在第二届链博会现场设立
联合展台，为参展企业提供专利、
商标等服务。

促进企业合规建设体系更加完
善。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促进
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加强合规
管理的指导意见。开展“合规强链”
行动，为 4000多家企业提供合规辅
导和排查，推动18个企业合规师培
训示范基地、8 个行业合作机制切
实发挥作用。

公共法律服务有效提升。对商
标法、仲裁法等 8 部法律法规修订
研提意见。开拓域外法律查明服
务，在北京、河北等地建设涉外法律
服务工作站，聚焦应对欧盟绿色贸
易壁垒等举办200多场培训。贸法
通平台上线国际版、正式运营APP，
全年网站访问量同比增加42.8%。

新提升

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中国贸促会不
断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
度、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
发出更多中国声音，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能力得到新提升。

2024年 6月 11日，2024年金砖
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在北京举办，
这是中国贸促会连续第三年举办
此项活动。论坛以“卓越同荣，美
美与共”为主题，吸引金砖国家驻
华使节、国际组织和商协会代表、
优秀女性政商界代表等近 400 人
线下出席。

在多边平台引领作用进一步
增强。中国贸促会推选 7 位中国
企业负责人担任巴西 B20 议题工
作组联合主席和国际推广委员会
委员，推荐 50 多家企业和机构代
表加入巴西B20议题工作组，研提
10余条中国倡议和中国案例，组织
72 名企业代表赴俄罗斯参加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

在 国 际 组 织 工 作 进 一 步 加
强。中国贸促会配合有关部门开
展 10 个国别世贸组织贸易政策
审议。加强与国际展览局、联合
国工发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 20
多家国际组织交流合作，与联合
国贸发会议、国际商标协会签署
合作谅解备忘录。成功推荐 84
名中方专家到国际商会兼职或参
与机制性工作，就 46 部国际商事
规则惯例研提意见并引进和翻译

25 部。
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工商界

在多边平台和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
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新步伐

这一年，全国贸促系统深入基
层和企业开展调研并形成一系列高
质量成果，应用型智库建设迈出新
步伐。

2024 年 11 月 26 日，中国贸促
会在第二届链博会发布《全球供应
链促进报告 2024》，全球首创发布

“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全球供应
链连接指数”，这是全球首次用具体
数据回答全球供应链连接情况的问
题，回应了工商界的重大关切，为各
界理解和分析全球供应链提供了新
公共产品。

中国贸促会还发布了一系列
重磅智库报告，取得良好社会效
果。中国、欧盟、美国、东盟等营
商环境报告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调查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经贸
摩擦指报告、中国商事调解年度
报告、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
告、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等专
业性不断增强。

此外，中国贸促会数字赋能
扎实有效，贸法通贸企通平台成效
显著；与有关地方和单位战略合作
持续推进，推动与各省区市政府合
作事项落地落实；牢牢扛起推进乡
村振兴政治责任，接续支持贵州省
从江县和黑龙江省林甸县经济社会
发展……

贸促人的努力，也让更多人了
解和看见——

2024年 9月 26日，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外媒交流会，组织外媒
记者走进中国贸促会，请中国贸促
会会长任鸿斌、副会长张少刚等围
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
动供应链国际合作有关情况与外媒
记者深入交流。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
则可圆。过去一年中国贸促工作向

“新”力引人瞩目，新一年的耕耘与
收获正待憧憬。2025 年是“十四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五
五”规划之年。在这一背景之下，中
国贸促会将 2025 年确定为全国贸
促系统“协同发展年”。

“贸促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工作
格局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任鸿斌
会长的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全
国贸促系统取得的显著成绩，谋划
了 2025年的工作任务，这既是对新
一年工作的规划图，也是施工图；既
是集结号，也是冲锋号。”浙江省贸
促会会长 陈建忠说。

“2024 年的工作硕果累累、成
绩斐然，明年的工作很务实、很全
面。我们将推动‘协同发展年’各项
部署从路线图变成实景图。”山东省
贸促会会长孟向东说。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
协同配合，推进贸促事业高质量发
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贸促新篇
章。”任鸿斌说。

且看贸促工作向“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