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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快速发展，在“买全

球、卖全球”方面的优势持续巩固、潜力持续释

放，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海关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超

过 2 万亿元，达到 2.1 万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7.1%，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 4.9%。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在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20万

亿元，展现较强韧性。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出口

8210 亿 元 ，增 长 19.9% ，进 口 2760 亿 元 ，增 长

5.7%，保持向好发展势头，有效助力我国外贸

稳规模优结构。

快速发展，跨境电商成规模

江苏苏州吴江区，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捻线、织造、裁剪、缝纫等

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库房里，打包好的真丝

面料和服装整齐摆放，等待发往世界各地。

“我们正不断开辟新的市场和出口渠道以

保持业务发展，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驱动

订单优化，跨境电商推动我们实现柔性制造，用

更少的成本覆盖更广阔的市场。”华佳丝绸销售

总监王永瑜说，去年 8 月，企业试水跨境电商

B2B（企业对企业）出口业务，今年上半年，企业

通过跨境电商出口总额已超 2000万元。

借着跨境电商的东风，吴江区的丝绸产品加

快涌向海外市场。据吴江海关统计，目前吴江区

已有跨境电商备案企业 160家。今年上半年，吴

江区丝绸产品出口 2.34亿元，同比增长 56.4%。

跨境电商发展速度快、市场潜力大、带动作

用强，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匹配供需，为更多的企

业和终端消费者提供个性化优质服务。近年

来，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取得可喜进展。商务部

数据显示，跨境电商货物进出口规模占外贸比

重由 5年前的不足 1%上升到目前的 5%左右。

“跨境电商正在从外贸新业态转变为外

贸 新 常 态 。”中 国 贸 促 会 研 究 院 院 长 赵 萍 认

为，当前跨境电商发展呈现三大趋势——一

是跨境电商市场需求常态化。国内国际的线

上消费习惯已经形成，为跨境电商发展奠定

了市场基础。二是跨境电商规则制度化。跨

境电商相关的多双边规则不断完善，为跨境

电商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跨境电商独

立站模式崛起。最近两年，私域流量业态在

电商领域兴起，品牌企业在线上建立自主经

营的手机应用软件直接触达用户。跨境电商

的发展模式转向平台模式与独立站模式并存

的发展态势，为跨境电商发展创造了新的增

长点。

业态完善，助力更多品牌出海

随着跨境电商不断发展，海外仓等配套新

业态加快完善。

浙江杭州余杭区，浙江双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稳步推进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传统

外贸是等着别人给订单，我们的议价能力比较

弱，跨境电商给我们的品牌出海提供了新的渠

道和机会。”双枪科技关务负责人余家琦介绍，

“我们的出口产品主要有竹筷、砧板等，一直都

是以销往国外各大卖场为主。现在，我们开始

拓展市场，加大在海外电商平台的市场投入。”

直接面向消费者，也意味着响应速度要更

快。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由于提前备货、批量

运输和本地退换的灵活经营优势，成为跨境电

商企业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增长动能。“现在，国

外的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后，我们可以从海外仓

直接发货，购物体验更好，对于提升口碑和知

名度都很有帮助。”余家琦表示。据介绍，目前

杭州海关已完成 415 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企

业备案。

近日，上海市商务委会同海关、税务、外管

等部门上线跨境电商海外仓综合服务平台，集

成海外仓货物出口通关、境外销售、国际物流等

信息，构建海外仓境内外全流程数字化贸易闭

环，有效解决跨境电商企业在海外仓出口中面

临的数据归集、出口退税、收结汇等痛点堵点，

进一步释放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发展潜力。

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政策带动下，我

国跨境电商生态不断完善。数据显示，我国跨

境电商主体已超 10 万家，建设独立站超 20 万

个，综试区内跨境电商产业园约 690 个，与 29 个

国家签署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

空间广阔，多措并举促发展

跨境电商是正在成长的外贸增长点，但同

时也面临挑战。有专家认为，本地化是很多跨

境电商企业出海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满足

当地需求、应对行业壁垒、符合监管要求，需要

企业立足海外市场综合情况，高效组织国际供

应链，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

如何更好抓住跨境电商发展新机遇？赵

萍认为，企业要深入了解跨境电商领域的前沿

规则，用好规则，做好合规，同时要根据自身特

点选择合适的跨境电商模式。还要顺应绿色

发展的大势，在生产方式、运输方式、包装方式

等方面减少环境污染，探索建设通过跨境电商

渠道出口的外贸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追踪

体系，在全球贸易的绿色转型中抓住更多新的

发展机遇。

促进跨境电商发展，一揽子举措持续发

力。商务部表示，将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

依托我国 165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结合各

地的产业禀赋和区位优势，推动更多地方特色

产品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同时，支持指导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一步优化服务平台功能，

引导海外仓企业对接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力争

集通关、税收、金融、海外仓储功能于一体，实

现“一点接入、一站式”综合服务。

各 地 也 在 积 极 推 动 跨 境 电 商 高 质 量 发

展。近日，上海出台《上海市推进跨境电商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持

续推进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建设、实施“出海优

品”行动计划、提升跨境电商公共服务能级等

18项重点工作任务。山东提出，力争到 2025年，

全省打造 2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培育 100个

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境电商知名品牌，孵

化 1000 家跨境电商新锐企业。

图①：在新疆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跨

境电子商务分拣清关中心，货车等待装车。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图②：浙江金华金义综合保税区，工人在

分拣跨境商品。 胡肖飞摄（影像中国）

上半年进出口1.1万亿元，同比增长16%

跨境电商 开拓外贸新增长点
本报记者 罗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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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跨境电商发展速度快、
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强，已
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保持向好发展势头，
有效助力我国外贸稳规模优
结构。企业探索、政策助力、
多措并举，将为跨境电商打
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民营经

济 发 展 迎 来 重 磅 政 策 利 好 。

近 日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促 进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壮 大 的 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站 在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全 局

高度，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长远目标，对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作了新的重大部署，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 党 中 央 对 民 营 经 济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对 民 营 经 济 人 士 的 亲

切关怀。

“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

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

自己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作 出 重 要 指

示，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 ，是 长 久 之 策 ，不 是 权 宜 之

计，要求“深刻把握民营经济发

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

实 业 ，自 觉 走 高 质 量 发 展 路

子”，指引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

大 、民 营 经 济 人 士 健 康 成 长 。

这次《意见》鲜明提出“促进民

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的战略

目标，吹响了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时代号角，对引领民营经

济在新征程上作出积极贡献有

着深远影响。

党 的 二 十 大 擘 画 了 全 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

确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

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在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地位不可替代、作用不可

或 缺 。 当 前 ，受 到 多 重 因 素 影 响 ，一 些 企 业 经 营 困

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越

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

优做强，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领航指向、破冰除障、

赋能加油、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关键要落实《意见》提出的“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

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自觉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方面要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

展理念，通过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等，集中精力做

强做优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引导民营

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壮大一支爱国敬业、

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带

动民营经济人士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为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持续优化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才能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

活力。《意见》围绕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

平竞争政策制度等作出重大部署，明确“五个不得”等

禁止性规定，同时推出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建

立市场准入壁垒投诉和处理回应机制等有力举措，为

民营经济发展开路、破冰、除障。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

进入的重要领域，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大显身手、建功立

业的广阔天地。

当前，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

山”还未完全搬除，清欠要账难、引才留才难、获取惠企

政策难等难题尚未有效破解。只有以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才能为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增添动能。加大政府采购创新产品力

度，发挥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作用；完善融资支持政

策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强化人才

和用工需求保障，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意

见》公布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为民企纾困解难送去“及时

雨”。随着政策咨询、制定、调整、发布、解读、评估工作

的切实改进，党和国家的政策红利必将加速转化为企

业发展的强大动能。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意见》紧扣平等保护，

彰显法治精神，着力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稳定

的预期。进一步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施，健全冤错

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定期推出市场干

预行为负面清单等举措，将有力防范公权力不当行

使对民企造成的伤害。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

要挟进行勒索，严厉打击侵犯商业秘密、仿冒混淆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恶意抢注商标等违法行为，将使

民企免受不正当市场竞争、不友好舆论生态的侵害；

推行告知、提醒、劝导等执法方式，构建民营企业源

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健全失信行为纠正

后的信用修复机制，有助于企业在合规改革中不断

增强自我纠错、自我保护的能力。全方位法治保护

体系不断健全，定能为民营企业打造更有温度、更加

可靠的“安全空间”。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完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工作机制，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把富有含金

量的好政策转化为富有获得感的民企好未来。我们坚

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各项

政策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有广大民营企业家奋发图

强，我国民营经济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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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哈尔滨 7月 30日电 （记者倪弋）26日

至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来

提·扎克尔率执法检查组在黑龙江省开展种

子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听取了黑龙江省

实施种子法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建议，先后在

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开展实地检查。

雪克来提·扎克尔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

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振兴民族种业的重要

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全面有效实施种子法，

进一步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现

代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依法治

种、依法兴种水平，为保护好利用好种质资

源，全面提高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优良品

种选育推广，确保种子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

维护农民权益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雪克来提·扎克尔强调

全面有效实施种子法
推动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北京 7月 30日电 （记者刘志强）7月

3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

“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9357 亿元，同

比增长 7.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3.3 个百分

点。其中，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达

到 10.7%，自 2021 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实现

营业收入单季两位数增长。

文化服务业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娱休

闲行业加速回暖。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

营 业 收 入 30758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4.9%，增速比一季度快 4.7 个百分点。文化

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比重

为 51.8% ，占 比 高 于 上 年 同 期 3.4 个 百 分

点。在 9 个文化行业大类中，文化娱乐休闲

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延续一季度快速增长态

势，比上年同期增长 76.2%，增速比一季度

快 27.7 个百分点。其中，景区游览服务、娱

乐服务、休闲观光游览服务 3 个行业中类分

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84.9%、82.1%和 35.8%。

文化新业态营业收入占比接近四成。上

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

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235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15.0%，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7.7 个

百分点，增速比一季度快 3.9个百分点。文化

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营业收入比重为 39.7%，占比高于上年同期

2.6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75.6%。

文化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受上年

同期基数较低、文化服务业企业经营较快恢

复等因素影响，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利

润同比增长 35.4%，延续一季度增长态势。

从两年平均看，上半年同比增长 12%。43 个

行业中类中，有 30 个行业利润实现同比增

长、由亏转盈或减亏，占比为 69.8%。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3个百分点

上半年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增长7.3%

②②

①①

本报日本福冈 7 月 30 日电 （记者李洋）在

日本福冈举行的 2023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30 日结

束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游泳队在男子

4× 100 米混合泳接力、男子 50 米仰泳和女子 50 米

自由泳决赛中再获 1 银 2 铜。中国游泳队在本届

世锦赛上共获得 5 金 3 银 8 铜，加上此前中国跳

水队和花样游泳队的出色表现，中国队最终以

20 金 8 银 12 铜名列金牌榜第一、奖牌榜第二。

在当天进行的男子 4× 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

中，中国队派出徐嘉余、覃海洋、王长浩和潘展乐出

战。队员们以 3 分 29 秒 00 摘银，刷新了该项目亚

洲纪录，这也是中国男子混合泳接力在世锦赛创

造的最好成绩。此外，徐嘉余、张雨霏分别在男子

50米仰泳、女子 5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铜牌。

福冈游泳世锦赛于 14 日至 30 日举行，包括

跳水、花样游泳、水球、高台跳水、游泳和公开水

域 6 个大项的比赛，中国队参与除高台跳水外的

其余 5 个大项的比赛。

上一届布达佩斯世锦赛上，中国游泳队获得

1 金 4 铜。本届世锦赛，队伍共收获 5 金 3 银 8 铜，

取得新突破。状态极佳的覃海洋成为历史上第

一位在单届世锦赛上包揽男子 50 米、100 米和

200 米蛙泳全部金牌的选手，本届世锦赛他一共

获得 4 金 1 银，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多项亚洲纪

录。获得 2 金 1 银 2 铜的张雨霏、赢得 1 银 2 铜的

李冰洁等人同样发挥出色。

跳水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本届世锦

赛，中国跳水队派出男、女运动员各 9 名参加全部

13个项目的角逐。最终，队员们赢得 12金 4银 3铜，

位列该项目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收获第一枚奥运奖牌

开始，中国花样游泳队在世界大赛上的名次稳步

提升。本届世锦赛，面对新规则带来的新变化，

中国花样游泳队积极调整，共获得 3 金 1 银 1 铜，

其中包括集体技巧自选和混双自由自选两枚具

有突破性的金牌。

福冈游泳世锦赛落幕

中国队位列金牌榜第一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通过文化展示、情景演绎等方式，打造夜经济新模式，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

图为 7 月 29 日，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众多游客前来逛夜市、赏夜景、看演出。 徐江海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