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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

济的支撑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外

贸体制改革。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

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

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

化、绿色化趋势。”7 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要积极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拓展中间品

贸易、绿色贸易。

今年以来，我国着力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

构，实施一系列促贸助企政策措施。在国内外困

难挑战有所增多的形势下，我国外贸运行稳中有

进，货物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和市场活力，呈现

量增、质优、份额稳的特点。前 7 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6.2%，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

新高。

报关单，是企业通关时向海关申报进出口信

息的表单，也是观察外贸活力的“晴雨表”。一张

张报关单，见证着中国外贸提质增效的不懈努

力，刻录下外贸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近日，记

者来到江苏、山东、广东、新疆等地，透过一张张

报关单，探寻中国外贸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报关单看产业基础——

一艘船驶出竞争新优势

8 月初，江苏南通，一张特别的报关单引起

南通海关重视：

一艘崭新的汽车滚装船“礼诺极光”号申报

出口，有什么特别？

这艘全球最大的环保型汽车滚装船载货量

达 9100 车、总吨位 84074 吨；是首批能够使用氨

燃料运行的清洁船舶，已取得挪威船级社“氨燃

料就绪”和“甲醇燃料就绪”入级符号，预计 2027
年转为使用氨燃料，实现净零排放。

建造速度创纪录。“这艘船由挪威礼诺航运

公司订购，从最初提出建造设想，到交付并投入

商业运营，只用了不到 4 年时间，开工建造时间

不到 1 年半。这一创纪录的速度证明了我们在

高端船舶建造领域的努力与突破。”招商局重工

（江苏）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施列超介绍。

“除了‘礼诺极光’号，同级别的另 5 艘船均

已开工建造，2 号船也已迎来海试，后续将有更

多订单陆续投产。”施列超介绍，“截至 8 月上旬，

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出口总货值约 16 亿

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13.7%。”

从南通海门长江码头驶向英国南安普顿港，

“礼诺极光”号的绿色征程是中国制造不断向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生动例证。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 7 月，江苏省出口

各类船舶总值 560.7 亿元，同比增长 59.8%。“当

前，船舶行业进入新一轮周期式增长，市场需求

增长较快，我国船企订单量稳居高位。特别是在

绿色发展方面，我国造船工艺在绿色船型建造、

配套绿色化、特殊减排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领

先优势。”南京海关副关长毛雅君介绍，该关对扬

子江船业、新时代造船、招商局金陵船舶等船厂

的调研结果显示，各家在手订单已排至 2028年。

上半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即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继续稳步增长，全球

领 先 ，三 大 指 标 分 别 占 世 界 市 场 份 额 的 55%、

74.7%和 58.9%，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

发展。上半年，中国新接绿色动力船舶订单国际

份额达到 71.7%。

正如中国造船业一样，在世界市场的汪洋大

海中，中国企业不畏艰难、踏浪前行，持续提升自

主研发能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正在形成中国制造的创新优势。今年前 7 月，我

国出口机电产品 8.41 万亿元，增长 8.3%，占我国

出口总值的 59%。

顺应全球绿色发展新趋势，我国已累计与

39 个国家达成《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

合作框架倡议》，新能源汽车出口至 17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将研究

出台绿色贸易发展专项政策，逐步建立健全绿色

贸易支撑保障体系，提升外贸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能力。

从报关单看数字赋能——

一张网打开出海新路径

从 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电商出口）到

9710（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9810（跨境电商

出口海外仓），2014 年以来，报关单上海关监管方

式代码的陆续增加，印证着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借助互联网，更多优质中

国商品走向了世界。

前不久，记者来到山东济宁，这里是工程机

械的产业聚集地。

“门前凯旋路上的机械厂，基本都通过阿里国

际站做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济宁萨奥机械有限公

司总经理韩广非介绍，从 2021 年开始，借助跨境

电商，萨奥的外贸订单迅速增长。今年上半年，萨

奥在阿里国际站上的订单交易额同比增长了 50%
以上，下一步正计划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

从线下展会拓客到线上电商平台寻求商机，

传统外贸 B2B（企业对企业）业务加速线上化，一

个个产业带涌入跨境电商平台，开拓出海新路

径。4 月以来，济宁新入驻阿里国际站的商家数

量同比增加 76.2%。

为何有此趋势？阿里国际站济宁区域负责

人郭正奎说，原因有二：一是国际市场需求增长，

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正处于基建潮，对中国的工

程机械设备有巨大需求；在欧美市场，质量过硬、

功能齐备的中国机械能够满足多元化应用场景

需要。二是跨境电商平台在技术上的创新和应

用让在线拓客更加直接、高效。

此前，阿里国际站通过引入 AI 技术，帮助商

家快速生成产品图片、介绍文案和视频内容，加

速产品的线上化进程。今年 7 月，阿里国际站发

布 AI 外贸产品升级计划，推出极简发布产品功

能 ，将 商 品 发 布 时 间 从 60 分 钟 缩 短 至 最 快 60
秒，同时 AI 自动接待功能实现零时差全天候回

复，大幅提升客户回复率。

山东恒旺集团总经理刘明涛对此有切身体

会：“虽然我不懂平台运营，但电商平台推出的

新产品、新工具，我都会积极试用，譬如 AI 生意

助手等产品，能帮助我们降本提效。”

目前，全球已有 3 万家中小企业订购使用阿

里国际站的 AI 工具做外贸，AI 优化后的商品在

海外的曝光量提升 37%。

亚马逊全球开店 8 月发布的《2024 中国出

口跨境电商发展趋势白皮书》显示，过去两年，

在亚马逊销售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中国卖家数

量增长近 5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

展，标杆性企业和品牌不断涌现，这是中国外

贸迈向高质量出海新阶段的坚实基础和强劲

动能。

今年，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

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跨境

电商运用新技术、适应新需求，已经成为推动外

贸发展的重要力量。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上半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速达到 10.5%，高于

外贸整体增速 4.4 个百分点。下一步，商务部将

继续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落实好跨

境电商专项政策，支持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发

展，指导地方培育一批发展标杆。

从报关单看开放格局——

一辆车开拓国际新市场

“你知道现在什么中国产品在中亚国家最

受欢迎吗？”

“是汽车。”

深夜 12 点的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灯火通明、

车流滚滚，一张张面向中亚国家出口汽车的报

关单，在经查验货单相符后陆续放行。“为了满

足井喷式的出口需求，我们开设商品车申报‘专

用窗口’，提供 7× 24 小时通关服务，单日出口最

高可达 1000 余辆。”霍尔果斯海关监管一科科长

李农介绍。

西承中亚五国，东接内陆省份，地处亚欧经济

板块中心，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黄金

通道。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

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日益密切，霍尔果斯口岸报关

单量不断攀升。2023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

车 30.4万辆，同比增长 307.5%，成为全国最大的汽

车出口陆路口岸。今年前 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

商品车 18.7万辆，同比增长 39.9%。

霍尔果斯昊诚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经理梁浩 2020 年进入外

贸公司，几年时间里，他所在的公

司规模不断扩大，业务种类从货运

代理拓展到国际运输、车辆销售，

整体效益持续向好。

“我们对国产汽车出口前景十

分看好。预计今年我们公司代理

出口的车辆将达 1.5 万余辆，销售

车 辆 1000 余 辆 。”梁 浩 表 示 ，一 方

面，国产汽车设计精良、质量上乘，

受到越来越多中亚及欧洲国家消

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双西公

路”（中国西部—西欧）全线贯通、

直达欧洲，公路、铁路运输网络更

趋完善，汽车出口通道更畅通。

在新疆各大口岸采访，一张立体交通网地图

随处可见：东起浙江、江苏，途经重庆、陕西，西至

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再经由哈萨克斯坦，串

起中亚五国、欧洲国家等，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乌鲁木齐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

国对内优化开放布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加快形成。与此同时，对外

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与更多国家和地区

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走深走实，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

2011年 3月，全国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发出，

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出境开往德国杜伊斯堡，开

启了中欧班列发展的序章。截至今年 8月中旬，经

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累计突破4万列。

阿拉山口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张昭晖介绍，

随着中欧班列通行数量持续增加，运行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

班列线路累计达 122 条，搭载的货物涉及汽车及

配件、电子产品等 200 余种。

“ 一 带 一 路 ”共 建 国 家 成 为 重 要 的 贸 易 伙

伴。前 7 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

出口 11.72 万亿元，增长 7.1%。我国与 24 个“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贸易畅通工作组，与共建

国家签署了 15 个自贸协定，在已经成功举办的

前 6 届进博会上，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参

会企业累计超过 7000 家。

从报关单看改革效能——

“一港通”跑出通关新速度

两张变一张，少的可不仅是一张单据。

广东佛山北滘港闸口前，集装箱卡车有序进

出。“每天平均 600 至 700 个货柜，主要是空调等

家电品类，产品一下生产线就送过来了。”佛山市

美的报关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张焯良说，采用“一

港通”模式后，只需填写一张报关单，货物运送到

北滘港后就能送上接驳船发往广州南沙港，快速

装上国际货轮出海。

“一港通”的背后，是通关监管的改革创新。

2020 年 11 月 5 日，广州海关创新推出“一港通”模

式，以南沙港为枢纽港，内河码头和铁路陆港为

支线港，形成“两港如一港”的作业模式，实现进

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传统“内河转关”出口需要报关单、转关单两

张单据，“一港通”只需要一张报关单。“最直观的

变化是整体物流时间从原来 5 到 7 天缩短至 1 到

2 天。”张焯良表示，对于外贸企业来说，物流时

间缩短，带动生产、研发周转加快，降低仓储、物

流、人工等成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然提升。

“珠江三角洲是外贸生产制造的重要基地，

货源丰富，出口需求大，企业对物流成本高度敏

感。”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副处长

张超介绍，广东海关分别在深圳、广州创新推出

“组合港”和“一港通”模式。如今，深圳盐田、蛇

口和广州南沙等国际枢纽大港，与东莞、中山、佛

山、肇庆等珠江内河港口“两两组合”，港口信息互

通，海关监管互认。改革实施以来，享惠企业超过

6000家，为企业节省物流等相关成本已超 2亿元。

一张报关单，不仅在广东畅通无阻，也正实现

港澳对接互认。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会同香港和澳

门海关创新探索“一单两报”改革，通过将企业在

广东“单一窗口”申报的出口数据，自动转译生成

港澳进口货物申报数据，无需企业重复录入。

张超说，“一单两报”模式下，香港企业在港原

需人工录入的公路舱单数据必填项由 9项减少为

0 项，澳门企业在澳录入的进口一般贸易货物申

报必填项由 24 项减少为 3 项，极大地减轻了企业

人工录入工作量，实现数据的跨境共享共用。

从广东看全国，一张报关单的演进历程，改

革贯穿其中。从纸质报关到无纸通关，从海关、

检验检疫两次执法、两道手续到新时代海关一次

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改革不断为海关监管

通关赋能增效，企业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企业不跑腿、业务随时办。如今通过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我国加快打造“一站式、大数据、

多功能、标准化、便利化”的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

台。目前平台已实现了 30 多个部门的“总对总”

系统对接，建成上线 24 大类 889 项服务功能，注

册用户已达 880 多万，日申报业务量 2600 万票。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海关总署副署长赵增连表示，下一步，海关总署

将通过深化改革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进一步增

强改革创新的系统集成，强化口岸设施和数据共

享，不断为外贸发展增添新动能。

（王馨玉参与采写）

图①：一列中欧班列货运列车正通过内蒙古

满洲里铁路口岸。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图②：河北平乡县一家童车生产企业的员工

正组装童车准备出口。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③：山东港口日照港集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图④：一汽—大众青岛基地总装车间，智能

机械臂在组装汽车。 梁孝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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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7个月，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需减

弱的背景下，我国外贸仍保持稳定增长，展现出

强大韧性和活力。

分析这张外贸成绩单不难发现，我国外贸呈

现三大特点。一是传统出口商品稳定增长，手

机、家电、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1.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6.1%，我国在传统领域仍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和不可替代性。二是高新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

出口增速显著，风力发电机组、船舶、汽车等产品出

口增速远超平均水平，分别达到 86.3%、84.4%和

20.7%，这表明我国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产品创新

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三是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快速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等外贸新业

态不断拓展。可见，我国外贸运行稳中有进的同时，

呈现出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动力转换的良好态势。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外贸发展面临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加

大。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产业链供应

链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加强，这对我

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提出更高要

求。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进

一步加剧。面对挑战，要进一步巩固贸易竞争优

势，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要推动三个转变：

一是推动从“贸易型出海”向“生态型出海”转

变。要致力于构建海外市场的生态体系，通过投

资建厂、设立研发中心、搭建供应链服务平台等方

式，深度融入当地经济，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良性循环。

二是推动从“传统外贸模式”向“创新外贸业

态”转变。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创新外贸业务模式和服务形态。

在拓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的基础上，

探索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供应链金融等新

模式，加速传统外贸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方

向转型升级。

三是推动从“深耕传统市场”向与“开拓新兴

市场”并重转变。巩固和提升传统市场出口份

额，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通过与

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商签自由贸易

协定，深化经贸合作，实现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均

衡化布局，为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新

动能。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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