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从新疆霍尔
果斯公路口岸放眼望去，一排排产自
陕西、河南等地的铲车、客车、自卸车
整齐摆放，通过“界桥交接”的零接触
模式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视线转向西南，在云南磨憨口岸，
满载着泰国榴莲、老挝糯米、越南巴沙
鱼等特色产品的货运列车，通过这里
源源不断驶往昆明，再分发至广州、重
庆、上海等地。

陆路口岸，是观察外贸的重要窗
口。今年上半年，多重挑战之下，我国
外贸实现稳步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
上半年外贸的一大亮点，就是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
长17.8%，比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出8.4
个百分点。

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统计，截
至 6 月 30 日，今年上半年经霍尔果斯

口岸开行的中欧班列达 3181 列，同比
增长 9.31%；过货量 448.92 万吨，同比
增长 4.73%。目前，霍尔果斯通行班列
线路通达境外 18 个国家和地区，运输
货物品类包含服装百货、电子产品、机
械配件等200余种。

这样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面对疫情防控压力的加大，各地

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统筹口岸疫情
防控和通关便利化，通过“界桥交接”

“甩挂”“接驳”“吊装”等非接触式货物
交接通关方式，保障物流货运的畅通。

记者在位于中哈边境地区的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都拉塔口岸看到，工作人员
驾驶装卸设备“正面吊”在货物堆场将集
装箱抓起，驶向国门，稳稳安放到国门另
一侧等候的货车上，整个过程四五分钟，
全程人员无接触、货物顺畅交接。

基础设施“硬联通”加速，让“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的活力更足——

民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公司经理
吴杨不久前从万象进口了一批老挝糯

米到重庆。他告诉记者，中老铁路将物
流时间缩短到4天左右，贸易商的资金
周转压力明显减轻。

去年 12 月，“一带一路”标志性工
程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半年多来，
累计发送货物超过400万吨，呈现量质
齐升态势。国内 21 个省区市先后开行
了中老铁路跨境货运列车。

规则标准“软联通”提效，让“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的纽带更紧——

6 月 8 日，“中国+中亚五国”外长
第三次会晤通过了《关于深化“中国+
中亚五国”互联互通合作的倡议》。加
快推进现有口岸设施设备现代化改
造，延长口岸开放时间，拓展中国同中
亚国家“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
通”合作试点……一系列务实举措，助
力口岸通关能力的全面加强。

口岸通关效能的提高离不开制度
保障。“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制度
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不同国家海关
之间可以通过 AEO 互认，给予对方符

合资质的企业相关便利。“在与我国签
订 AEO 互认协议的 48 个国家和地区
中，有 32 个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

（地区）。”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说。
目前，我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 个

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朋友圈不断扩大的背
后，是“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给各方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末梢”变“前沿”，昔日小驿站成
为今朝大枢纽。通关忙，韧性足，潜力
大，漫长国境线上的陆路口岸，见证着
共建“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成为造
福各方的“发展带”“幸福路”。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
者潘洁、刘红霞、赵宇飞）

压题图片：日前，一列满载着汽
车零部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中欧班
列从成都驶出，班列经新疆霍尔果斯
口岸出境将货物运输到欧洲各站点。

白桂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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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7 月 21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明天。中国
始终把青年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鼓励青年
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青春
活力。希望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
发展、全球共促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世界人民团

结发出青年之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春之力。
习近平强调，各国青年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推进
全球发展倡议，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共同谱写世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时代新篇章。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促进
青年发展、塑造共同未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记者谢希瑶） 记者从 21 日商务
部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2021年，中国对外文化贸
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
增长 38.7%。中国的影视剧、网
络文学、网络视听、创意产品等
领域出口迅速发展、广受欢迎，
中国进口的优质图书、影视剧等
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了人民
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要，中外文
化交流互鉴持续深入发展。

据介绍，为深入落实“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
文化贸易发展的总体部署，把握数
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经报国
务院批准同意，商务部等 27 个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对外
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意见围绕深化文化领域改革
开放、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激
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等方面，提
出了28项具体任务举措，支持扩
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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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2021年

对外文化贸易额突破2000亿 美元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鹤与欧盟委员会执行
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以视频会议
形式共同主持第九次中欧经贸高层
对话。双方确认，愿共同努力，认真落
实好习近平主席与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视频会见以及第二十三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
相互理解，推动中欧经贸领域务实合
作，以中欧合作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经
济形势的不确定性。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
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不确定性继续增加，世界
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此次中欧对话达
成一系列成果和共识，涉及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世贸
组织改革、扩大市场开放、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实施、动植物检验检疫、金
融业双向开放和监管合作等诸多领
域。这是中欧双方发出的共同应对全
球性经济挑战的积极信号。

经贸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压舱石和
推进器。中欧建交47年，虽然历经风云

变幻，但一直保持着合作的主基调，为
双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正能
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欧经贸
合作逆势而上，展现出强大韧性与澎
湃活力。2021年，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
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
口市场；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中欧贸易保持稳定发展，上半年双边
贸 易 额 达 4206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8.4%，预计全年将保持健康发展势头。

今年3月，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
一周年，中国成为欧盟地理标志产品
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中欧班列克服多
重困难，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目前，中
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4个国家的190多
个城市，形成一张贯通亚欧的物流网，
不仅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动
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还在
中欧之间架起一座“生命桥梁”。截至
今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发送防疫物
资1417万件，共计10.9万吨。

中欧经贸合作是双方的现实需
要，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近段时

间，欧洲有人鼓吹“中欧接触无用论”
“中欧经贸脱钩论”，但欧盟各国普遍
对中欧合作充满期待。中欧建立了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彼此的机遇而非
威胁，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对欧盟
而言，多个成员国面临高通胀和经济
衰退等风险，近期已纷纷调低增长预
期。扩大中欧合作，有助于提振身陷
困境的欧洲市场信心、提高市场对欧
盟经济复苏的预期、稳定欧洲经济和
金融市场。对中国而言，加强中欧合
作，有助于稳定外部市场，助推中国

经济持续恢复。中欧合作是利是弊，
深耕中国市场的欧盟企业最有发言
权。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的一份调
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在华欧企得益于
在中国进行创新研发，并将继续这一
战略。75%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增加在
华研发投入，另有18%的企业表示会
保持现有研发水平。

中欧深化经贸合作，有利于应对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和欧盟分
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2021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 17.73 万亿美元，
欧盟 27 国经济总量超过 17 万亿美

元，两者相加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6%，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
重。时下，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显现、金
融市场波动加剧、地缘政治持续紧
张，中欧都不能独善其身。携手维护
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真诚加强
中欧各领域经贸合作，既能抱团取
暖，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金
融服务受到的巨大冲击，也能起到

“稳定锚”作用，极大提振全球经济信
心，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提
供强劲动力。这也是中欧作为世界两

大经济体应有的国际担当。
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两支重要力

量、两大经济体、两大文明，中欧应当维
护伙伴关系基本定位，保持对话沟通积
极势头，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推动
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携手为动荡变化的
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以中欧合作稳定性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
■ 张 红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丁怡婷） 今年以来，中国光伏产
业总体实现高速增长，产业链主
要环节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记者
从中国光伏行业协会获悉，上半
年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
量 同 比 增 长 均 在 45%以 上 。 其
中，多晶硅产量约 36.5 万吨，同
比增长 53.4%；硅片产量约 152.8
吉瓦，同比增长 45.5%；电池片
产 量 约 135.5 吉 瓦 ， 同 比 增 长
46.6%；组件产量约 123.6 吉瓦，
同比增长54.1%。

从应用端来看，上半年中国光

伏发电新增装机 30.88 吉瓦，同比
增长 137.4%。全国主要发电企业
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2158 亿元，其
中太阳能发电投资占比近30%。与
此同时，海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旺
盛，光伏产品呈现量价齐升态势，
出口额再创新高。其中，光伏产
品 （硅片、电池片、组件） 出口
总 额 约 259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13%；光伏组件出口量达 78.6吉
瓦，同比增长74.3%。

当前，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全
球占比超过 3/4，累计装机容量
稳居世界第一。

本报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刘发为）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刘友宾21日表示，全国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上线交
易，一年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截至 2022年 7月 15日，碳排放配
额累计成交量达 1.94 亿吨，累计
成交额达84.92亿元。

刘友宾在生态环境部举行
的 7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全
国碳市场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国碳
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
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年
覆 盖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约 45 亿

吨，是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
大的碳市场。

“全国碳市场激励约束作用初
步显现。通过市场机制首次在全
国范围内将碳减排责任落实到企
业，增强了企业‘排碳有成本、
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
有效发挥了碳定价功能。”刘友宾
说，全国碳市场成为展现中国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窗口。全
国碳市场不仅是中国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政策工具，也为广大发
展中国家建立碳市场提供了借
鉴，同时为促进全球碳定价机制
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

上半年

光伏产品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3%

启动一年

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94亿 吨

近年，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加大新农村建设，涌现出一大批环境
优美、绿色产业突出的美丽乡村。图为 7月 21日，俯瞰蓝山县土市镇
上陈村，在夕阳的照耀下，广阔田园、苍翠青山、蜿蜒河流、美丽乡
村交相辉映。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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