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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障碍——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
一货物贸易大国。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外贸
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内贸企业积极拓展
海外市场，内外贸融合加速。同时，内外贸
一体化仍然存在短板，一体化调控体系不够
完善，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
不够强，内外贸融合发展不够顺畅，还不能
完全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针对这些
问题，《意见》 从完善内外贸一体化制度体
系、增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能力、加快内外
贸融合发展、完善保障措施4个方面提出了
15条工作措施。

针对国内外市场规则差异，《意见》提出
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电子
商务、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实行更高
标准规则，同时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
同质”。

围绕市场主体培育，《意见》强调培育一
批国内国际市场协同互促、有较强创新能力
和竞争实力的优质贸易企业，引导带动更多
企业走一体化经营道路。

在物流方面，《意见》明确支持引导外贸
企业、跨境电商、物流企业加强业务协同和
资源整合，加快布局海外仓、配送中心等物
流基础设施网络，并提出持续支持中西部地
区、县域商贸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区域
间、城乡间流通网络。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
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中国从“贸易大国”
迈向“贸易强国”所必须努力的一个方向。

《意见》的一大亮点是明确将培育一批内外贸
一体化经营企业，这些企业既做进口又做出
口，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巨大
挑战和压力的情况下，中国更加迫切需要通过
内外贸一体化，使广大企业更加自如地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中提升竞争力、拓展销售渠
道，通过内外贸的均衡发展，培育一批跨国公
司。”张建平说。

在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永胜看来，《意见》针对内外贸一体化中存在

的难点堵点，为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支持，对制造业有着深远的积极
影响。

“ 泰 山 钢 铁 的 核 心 产 品 ‘400 系 不 锈
钢’占全国25%的市场份额，产品远销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王永胜说，以典型的
不锈钢产品为例，泰钢产品销往荷兰、德
国、芬兰等国家，即使产品达到国际标
准，往往也需要应对复杂的监管政策。《意
见》 提出加强国内市场规则与国际通行贸
易规则对接，将帮助企业更加从容地面对
国内国际市场出现的新变化新要求，获得
更大发展空间。

抢抓机遇——

各类企业积极“破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国家推动内外
贸融合发展带来的红利，企业纷纷摩拳擦
掌、抢抓商机。

有的主动“破圈”，尝试“多条腿走
路”。“内外贸一体化不是一时之计，而是不
断适应市场的‘自我革命’。”仔细阅读《意

见》之后，宁波市海曙区华茂集团国际贸易
业务负责人顾蔚军备受鼓舞。

据顾蔚军介绍，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海
运集装箱“缺柜”等问题，企业积极整合外商
资源，在印尼、菲律宾等国家构建起产供销一
体化的海外服务网络，并开展海外直播带货等
线上“屏对屏”形式，销售额不降反升。华茂
集团在近期内贸领域也积极“破圈”。比如，
针对企业生产销售的儿童益智类教学玩具、动
手类科学小实验学具等产品，顾蔚军和同事们
一方面打造教娱潮玩个性化门店，让实体店

“圈粉”年轻消费者；另一方面与B站、小红
书、抖音等平台深入合作，提升国内用户对

企业产品的消费体验。“尽管有一定转型成
本，但我们对未来很乐观！”

有的瞄准热点，积极探索海外市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们居家聚餐的需求增
长，特别是预制菜需求的快速增长，让得利
斯集团这样的食品加工企业迎来了新机遇。

“在日本，龙头预制菜企业有一半收入来
自海外。”前不久举行的山东省两会上，得利
斯集团董事长郑思敏的话引发很多人关注。郑
思敏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公司业务以内贸为
主，外贸部分则主要是从南美洲、大洋洲进口
大豆及牛肉，同时从事板栗和豆沙等特色农产
品出口。“《意见》提出‘加强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降
低内外贸商品流通成本’，对我们预制菜等产
品向海外市场拓展带来重要利好。如今，
RCEP落地生效，我们也打算进一步在供应链
方面加强与国外厂商的合作。”她说。

有的苦练内功，延伸产业链布局。成立
于1985年的恒安集团，旗下心相印生活用纸
等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长期在国内名列前
茅。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生产
设备，在福建晋江、湖北孝感、湖南常德等
地建起了生活用纸原纸造纸基地，同时先后在
马来西亚收购上市公司，在俄罗斯等国投资建
厂，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布局国际市场。

恒安集团总裁许清流对本报记者表示，
如今，国内外消费者的个人卫生意识不断提
高，这有利于卫生用品市场的精细化及高质
量发展。目前，恒安集团正主动顺应内外
贸融合发展趋势，持续优化产品组合，精
心设计内外贸产品的包装、材质和功能，
推动高档产品销售，积极拓展女性健康、
婴童健康、老年健康、防疫医护等高增长
潜力的产业。

开放发展——

质量更高，动力更足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全面协调持续推进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原有
的“一亩三分地”，通过“买全球、卖全球”
把生意做得更大。

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杜晓彤将《意见》反复研读了很多遍，从中
找到不少利好。“泉州制鞋行业发达，晋江鞋
纺城有近千家商户从事运动鞋原、辅料的交
易。在售产品中，大约70%供应国内市场销
售，剩下30%主要供应外贸出口。自从2020
年晋江鞋纺城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试
点’后，相关业务进一步延伸到成品鞋和服
装。”杜晓彤说。

他告诉本报记者，《意见》的很多内容与
鞋纺城商户们息息相关，政策出到了大家心
坎儿里。“比如，为了提升交易效率，我们正
在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易模式。然
而，鞋面材料、纺织布料等产品的颜色、质
量、光泽、气味更多时候还是要买卖双方现
场感受。”杜晓彤说，《意见》提出“持续提
升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推进内外贸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推动内外贸数字化发展”等针
对性举措，有利于鞋纺城解决这些内外贸融
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内外贸界限不断淡化，还意味着中国企
业与全球产业链的更深层次融合。

位于浙江的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生产销售家用水泵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曾
经主要供应欧美市场。近年来，该公司提早布
局，利用多年来与国际品牌合作开发的经验和
全产业供应链优势，积极寻求自主技术和品牌
的突破，有效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国家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为企业带来更多机会。
例如，自从君禾泵业实施国内国际一体化的自
主品牌战略后，我们着手大力培育国内的经销
网络，经销商从30多个拓展到目前超300个，
自主品牌终端产品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年销
售金额超过了4000万元。”君禾泵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君波对本报记者表示，内外贸一
体化不仅要求企业保持过硬的产品品质，还需
要在产品开发、渠道建设、规则标准等方面下
功夫。《意见》的出台，有望使国内国际市场规
则对接进一步加快。“‘一把尺子量到底’，能
让我们更好地联通两个市场。”

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落实落细《意见》要求，完善
工作机制，持续优化管理服务，完善内外联通
网络，提升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

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促进内贸和
外贸、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必
然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
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简称

《意见》），目的就在于推进内外贸一
体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952年，中国分别设置了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对
内贸与外贸实行分别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对
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2003年3月，国家组建
商务部，将内外贸管理体制统一了起来。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
也越来越大。这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
场景和广阔空间。研发投入高、网络效应和学习效应
强的创新型行业，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
产业。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畅通国内大循

环，推动内贸大发展，同时还要打通内贸、外贸之间
的阻隔，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这一过程中，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是推动内
外贸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其中，从2009年的第105届广
交会开始，这个历史悠久的外贸展会改变了只面向国
外采购商的策略，开始组织国内大型商场、连锁超
市、大型销售渠道代理等进入交易会，大幅扩大了广
交会的影响力。此外，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江苏
叠石桥国际家纺城等通过内贸发展起来的大型集市，
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政策
支持下，也成长为重要的出口货源基地。

接下来内贸外贸融合发展的潜力依然很大。比如，
在需求端，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活跃的国内贸易，每天都
在诞生着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一经有效利用，就能产生
出巨大的生产力，推动着反向定制（C2M）、智能工厂
等创新模式的发展。在供给侧，推进内外贸产品“同
线、同标、同质”可以提高企业同时开拓两个市场和利
用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其经营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
国内企业在向高标准看齐的同时，也可以扩大“中国标
准”的国际影响力。在《意见》中，就有很多非常具有
针对性的有力举措。

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推进“监管一致性改革”应成

为一个重要抓手。这其中，既涉及国内
监管体制与国外监管体制的对接与协
调，也包括国内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监
管体制和标准的一致性。监管一致性水
平越高，企业同时经营内外贸的可能性
就越大，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水平也会
越高，越有利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长远来看，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利于推
动“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
在应对复杂市场环境中提升灵活性、打造国际竞争新
优势，有利于中国推进全面开放、进一步优化区域开
放布局。这些都为中
国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和更高质量发展增加
不少新看点。

（作者为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
放研究院教授）

打通内外贸，促进双循环
崔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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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内外贸一体化释放多重红利
本报记者 王俊岭

2021年，中国内外贸成
绩单亮眼。看内贸，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超过 44 万亿元，
跨上新台阶。看外贸，货物进
出口总额超过39万亿元，继
续保持全球第一。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的意见》（简称《意见》），提
出到2025年，内外贸法律法
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
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
等衔接更加有效，市场主体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
升，内外联通网络更加完善，
政府管理服务持续优化，内
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更加健
全，实现内外贸高效运行、
融合发展。

内外贸一体化有哪些看
点？对企业究竟有何影响？

▲2021年，上海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200万
标箱、内贸集装箱吞吐量超过630万标箱，均实现稳步
攀升。图为今年 1 月 2 日清晨，上海港洋山深水港码
头，多艘大型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

计海新摄（人民视觉）

◀各类展会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舞台。图
为2021年12月17日，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在海口市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一名工作
人员使用VR设备展示数字农业的独特体验。

苏弼坤摄（人民视觉）

▲今年1月3日，客商在连云港紫菜交易市场选购
干紫菜。当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2022年度首场紫
菜交易会，133 家紫菜加工企业提供 49486 箱、共计
2.37亿张干紫菜入场销售，吸引众多中外客商到场选
购交易。

耿玉和摄（人民视觉）

◀近期，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经济开发区洁尔卫
生用品公司口罩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防疫口
罩，全力赶制出口和内销的订单产品。

阮雪枫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