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高

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国进出口银行（以

下简称“进出口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开创国际经贸

合作新局面，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政策

性金融力量。

互利共赢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进博会的举办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市场相

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体现了我

国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的决心和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维护多边主

义，深度参与并促进国际经贸合作，不仅推动

了自身经济发展，更为全球经济繁荣作出了重

要贡献。当前，我国已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 7 年居

全球第一。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

路”将使共建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增加 4.1%；据

世界银行测算，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每

年将为全球产生 1.6 万亿美元收益。

实践证明，国际经贸合作有利于推动世界

经济稳定发展。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秉承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国际经贸合作

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

加强劲的动力。

发挥特色   赋能国际经贸合作

跨境贸易和投资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

内容，也是政策性金融的重点支持领域。长期

以来，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特色优

势，积极支持对外经济贸易投

资发展，业务遍及 1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我国

推 动 国 际 经 贸 合 作 的

重要力量。

进 出 口 银 行 不

断 加 大 外 贸 领 域 信

贷 投 放 力 度 ，支 持

拓 展 中 间 品 贸 易 、

服 务 贸 易 、数 字 贸

易，推动“新三样”等

产 品 和 跨 境 电 商 出

口，支持先进技术、重

要装备、农产品、消费品等进口。截至今年 9
月末，进出口银行外贸产业贷款余额 3.35 万亿

元。同时，打造以信贷为主体，投资、贸易、资

金等为配套的业务体系，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

和“小而美”项目建设，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提供金融助力，截至今年 9 月末，进出

口银行“一带一路”贷款余额 2.44 万亿元。此

外，还建立重大科创项目护航机制，支持先进

制造业产业集群、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夯

实外贸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截至今年 9 月

末 ，进 出 口 银 行 先 进 制 造 业 贷 款 余 额 近 万

亿元。

进出口银行持续深化务实合作，通过多种

方式壮大经贸合作“朋友圈”。参加多边合作

机制，与 20 余家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建

立良好合作关系；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

革，参与多轮贸易规则谈判和主权债务处置磋

商；拓展代理行网络，与 1000 余家境内外金融

机构建立双边代理行关系，覆盖 142 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人员交流合作，举办“中国进出口银

行国外重点合作伙伴高级研修班”，吸引来自

50 余 个 国 家 和 国 际 组 织 的 代 表 来 华 学 习

交流。

进出口银行积极拓宽国际交流渠道，搭建

国际对话平台，与各方凝聚共识、共享机遇。

今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进出口银行将在上海

主办第二十九届亚洲进出口银行论坛年会，与

来自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多个国家的出口

信用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围绕亚洲

区域合作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交流探讨，为

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更大助力。

多措并举   培育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新征程上，进出口银行将牢牢把握政策性

金融职能定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国

际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培育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优势。

一是深化金融改革。全面准确把握党中

央关于政策性金融改革的战略考量，加强整体

谋划、系统布局，着力解决制约改革发展的深

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多措并举提升展业和服务

水平。

二是服务对外开放。聚焦落实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进一步提升金融服

务质效，确保如期完成 3500 亿元人民

币融资窗口重大任务。践行真实

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

观，全力以赴推动中非“十大

伙伴行动”实施。主动参与

国际经贸规则研究和制定，

推动扩大制度型开放。

三 是 支 持 外 贸 发 展 。

优化外贸外资支持体系，统

筹支持进口和出口、货物和

服务贸易、传统贸易和新业

态新模式，探索金融支持外

资企业新路径。大力支持

培 育 和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助力企业高水平“走出去”。

创新支持举措，提升服务水

平，助力更好发挥进博会等外

贸促进平台作用。深入挖掘人民

币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

使用。

四是防范金融风险。强化潜在风险监测

与应对，前移风险关口。抓住关键节点和窗口

期，推动存量风险处置。加大境外项目风险识

别，落实落细风险缓释措施，提升境外风险管

理水平。

（作者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

事长）

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金融力量
吴富林

源自黄金奶源带的健康产品、沉浸式体验活动、科

技感十足的互动展台……在第七届进博会上，伊利携

大洋洲乳业参展，带来多款优质产品。每一款产品的

背后，都体现着伊利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体验的探索

与实践。

质量为先，深耕全球优质奶源地

今年，伊利带来的多项展品都来自新西兰南纬 45
度地带，这里是全球重要的黄金奶源带之一。

对于乳品而言，奶牛及牧草品质与产品品质密切

相关。伊利较早沿全球黄金奶源带启动生产布局，致

力于将高品质原料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

在海外，伊利在新西兰进行了 10 余年的深耕。收

购当地乳企、生产基地揭牌、建设乳铁蛋白工厂……如

今伊利已经成为在新西兰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国乳企，

其在新西兰当地的合作伙伴包括奶源供应商、创新科

研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覆盖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反哺当地乳业发展，进一步保障奶源供应的稳定性。

在国内，伊利在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多个省份

建设了精品奶源基地。位于内蒙古的敕勒川生态智慧

牧场，已成为智能化程度高、低碳环保技术先进的智能

牧场代表，全智能无人挤奶机器人、饲喂机器人、推料

机器人等应用广泛，牛舍的温度、湿度、光照等可以实

现自动调节，数字化智慧管理覆盖生产全流程，协同保

障原奶品质。

创新导向，加强研发全方位合作

早在 2014 年，伊利在荷兰成立了欧洲研发中心，

重点关注奶牛养殖、乳品研发和食品安全等专业领

域。4 年后，伊利欧洲研发中心升级为伊利欧洲创新

中心，研究也扩展到生命科学、营养健康、食品安全和

技术研发等方面，实现在健康食品领域对前沿科技的

全方位探索。

如今，伊利欧洲创新中心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英

国剑桥大学、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德国慕尼黑工业大

学等欧洲高校、科研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成为伊利连

接欧洲食品、乳业领域的创新枢纽。“只有不断突破科

技创新的边界，才能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高品质需

求。”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刘春喜说。

之后，伊利接连建设了大洋洲创新中心、东南亚创

新中心、日本创新中心等海外创新中心，协同实现短期

聚焦科研成果转化、中期攻关乳业关键技术、长期关注

健康趋势发展的研发目标。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由伊利参与

建设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集聚了大规模的乳业

顶尖智库。伊利联合其他共建单位围绕全产业链进行

创新链布局，形成了覆盖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实体网

络，为行业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技术创新服务和

系统化解决方案，为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提供支撑。

全球布局，持续实现市场新突破

伊利连续参加 7 届进博会，始终坚持展示新成果、

新变化，让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布

局和突破。

以印度尼西亚为起点，伊利将国内品牌“安慕希”

等产品销往东南亚市场。2018 年，伊利面向印尼消费

者推出新款冰淇淋，在当地备受青睐。2021 年，伊利

投资建设的印尼乳业生产基地正式建成投产。如今，

伊利印尼子公司生产的 40 多款冰淇淋产品已覆盖印

尼全境，并出口至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

今年，伊利旗舰店在美国洛杉矶正式投入运营，上

市了液态奶、奶粉、黄油等多品类的产品。目前，伊利

产品已成功远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介绍，伊利将

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圈，逐步实现

“让世界共享健康”的梦想。

伊利集团努力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体验——

整合优质资源  深化国际合作
焦   含

企业展 36 万多平方米的超大展区规模，129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496 家展商参加，第七届进博会不仅是大

企业展示最新成果的舞台，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中小展

商前来寻找“中国机遇”。

在创新孵化专区，美国创业企业瞬动科技首次参展，

创始人张恂杰站在展台前，向到访的观众热情介绍带来

的产品——智能动力鞋“踏月者”。这款鞋用智能算法适

应使用者的行走步态，可以让走路速度更快、更省力。

“此前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学习，毕业后

在美国创业。”张恂杰说，“在美国一直听说进博会是非常

好的机会，这次有幸参加，感觉非常‘高大上’，希望通过和

国内厂商、经销商、电商平台接触，顺利进入中国市场。”

展位上，五颜六色的地毯、羊绒围巾，一股异域风

情扑面而来。消费品展区，来自巴基斯坦的参展商路

小龙正忙着摆放各式展品。

路小龙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了。“认准进博会，就是

因为看好中国市场。”他出生在一个手工世家，从第二

届开始，每年都来参展。“进博会好像有种魔力，年年参

加，回头客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市场也越扩越大。”路小

龙说，进博会带来的不只是这几天，而是“365 天”，这

种带动效应对小企业非常重要。

今年第一次来到进博会的俄罗斯姑娘萨沙，在“丝

路织梦”家居饰品展区搭建了一个小型展台。这是今

年进博会上新设的展示区，专门为来自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展示平台。

耳坠、项链、手串……玻璃柜里，各式各样的俄罗斯

查罗石饰品琳琅满目，萨沙把自己的“宝贝”都带来了。

“之前就听朋友推荐过进博会，今年总算有机会来了。”和

记者交流的间隙，她忙着向观众推荐展品，展示着自己

脖子上佩戴的两串项链。“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宝石，各种

款式都有，非常好看。”萨沙说，通过进博会，把俄罗斯的

好产品带到中国，“期待在中国大市场赢得商机。”

“这个饼干真的很好吃，尝尝看。”在斯里兰卡国家

馆，斯路通公司董事长晋兰加用熟练的中文热情邀请

观众品尝。忙完手头的事，他搬开展台里成箱的饼干、

椰 子 油 、罐 头 ，招 呼 记 者 坐 下 交 流 ，“ 有 点 挤 ，不 好

意思。”

晋兰加已经是第七次参加进博会了，“我之前也参

加过其他一些展会，进博会的规模完全不一样，集中了

全世界的好产品，观众特别多，商机特别大。”

“进博会给了我启发，一定要把斯里兰卡的各种好

物带进中国市场。”第一届参会时，晋兰加只带了一种

产品——茶。后来，他经营的斯里兰卡出口商品品类

不断增加，腰果、椰蓉、乳胶枕……如今，从食品到工艺

品到珠宝，公司都有所涉猎。他自己也走到台前，面向

中国消费者直播带货。

“你看，这是我近期直播带货的销售额。”晋兰加大

方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销售成果，几乎每天都在 6 位

数以上，“这就是中国市场的魅力，通过网络直播，我把

斯里兰卡的产品卖到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如今，晋兰加跟斯里兰卡 50 多家企业合作，将他

们的产品出口到中国，他也成为本届进博会斯里兰卡

国家馆的项目负责人。在食品和农产品展区，处在一

些国际大品牌之间，这些斯里兰卡企业的展台并不算

特别亮眼，但晋兰加对未来很有信心，“通过进博会，让

中国消费者认识斯里兰卡；让斯里兰卡的好物，走进中

国市场，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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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进博会

图①：第 七 届 进 博 会 技 术 装

备展区人工智能专区。

本报记者   孟祥麟摄   
图②：参观者在第七届进博会

光明食品集团展台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③：第七届进博会伊利展区一角。 姜   昊摄（人民视觉）  
图④：第七届进博会进出口银行展台，工作人员（右）在为客商提供咨

询服务。 朱丹妮摄（人民视觉）  
图⑤：第七届进博会展出的膳食营养餐。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图⑥：第七届进博会场馆外人潮涌动。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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