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8 □2024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

外贸发展与外商投资是推
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轮
驱动下，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
断提升。

日前召开的 2024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
资。今年 11 月，商务部印发
《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
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
措施》），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提供支持。

作为承载国家战略的国际
开放枢纽核心区，上海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商务
区”）正奋力建设国际贸易中心
新平台，推出《关于支持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国际贸易中
心新平台的若干措施》明确了5
个方面共33项支持举措。截
至目前，已有21条落地，12条
正在稳步推进中，落地率达
63.6%。今年1—11月，商务区
贸易进出口额共计 779.35 亿
元，同比增长11.39%。今年1
—10月，区域内新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269家，同比增长7.2%。
数据无声，发展有痕。外贸外
资双增长，商务区是如何打造
质优量稳的“虹桥样本”？如何
进一步推进商务区经济发展？

升级金融支持力度

业内分析认为，由于国际
市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依然
需要更多金融支持措施为企业
出海提供坚强后盾。企业心
声，亦政府所思所虑。为帮助
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商务区管委会会同上海市
融资担保中心等部门共同推进
专项担保政策落地实施，定期
推荐商务区内企业进入外贸

“白名单”，截至目前累计补贴
资金192万元。

除了商务区管委会，银行
也是助力企业扬帆远航的重要
力量。此次印发的《政策措施》
提出，鼓励银行机构在认真做
好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有效
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在授信、放
款、还款等方面持续优化对外
贸企业的金融服务。

近期，中国银行上海市虹
桥商务区支行成为商务区内数
字贸易产业联盟首批52家成
员之一。在与联盟有关成员对
接过程中，获悉某智能电网和
新能源价值链服务提供商在跨
境贸易方面存在服务需求后立
即成立工作小组，并联动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共同为企业
量身定制服务方案，提供包括

账户、授信、贸易融资、保函等
领域的综合金融服务。此外，
浦发银行推出了跨境极速汇服
务，通过银行系统自动审核直
通汇出，免去人工处理环节，使
原先按小时、分钟计的处理流
程简化到按秒级处理，同时还
开发了一系列跨境在线融资产
品，基于大数据分析和风险模
型判断实现授信调查、审批等
环节，便利商务区内企业进行
跨境贸易。

如何强化金融赋能，进一
步推进商务区外贸发展？上海
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
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蕴懿表
示，商务区作为全球贸易中心
建设的重要载体，具有开放程
度高、贸易业态日趋丰富、贸易
伙伴国家日趋多元的特点。因
此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率
先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精
细化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企业
正在加速全球布局，加快推动
金融创新一方面成为提升外贸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也面临安全韧性的复
杂挑战。“比如在服务跨境支付
上，通过更为便捷的支付、融资
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可以降低
外贸企业的运行成本，为企业
提供更为稳健的金融支持；但
同时各类金融风险也在加大，
如信用风险、欺诈风险、合规风
险、操作风险、汇率风险和资金
安全风险等。因此，确保跨境
支付交易的合法性、安全性、准
确性和高效性，都需要我们有
更多创新的举措和实效的方
法。”汤蕴懿说。

加速服务平台建设

“可一站式办理马德里商

标注册，真是太方便了！”“工作
人员解读了出口国最新的贸易
政策，帮我们规避了风险。”在
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服务中心”）的“走出去”
综合服务平台，不少企业人员
纷纷点赞这一服务模式。商务
区管委会商务处朱小玲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自今年3月试
运营以来，服务中心集成政务
服务和专业资源，对接十大类
专业服务机构70多家，举办各
类活动100多场，建立企业信
息库和服务案例30个。“为了
增强国际服务功能，我们在德
国慕尼黑的线下服务中心于今
年9月正式成立，进一步拓展
了支持长三角企业‘走出去’的
海外服务网络。”她说。

服务中心如何解决企业
“出海”遇到的难题？服务中心
运营执行部负责人孔宁向中国
城市报记者举例介绍，在获悉商
务区内的一家公司在开拓东南
亚市场时面临法律适用性障碍
和政策争取的挑战后，服务中心
通过联络其联盟的金杜律师事
务所，迅速完成了对马来西亚、
印尼、越南等7个国家法律环境
的调研，并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
沟通，帮助该企业在短短两个月
内顺利进军东南亚市场。

外贸的兴盛还有赖于便捷
的物流通道,其中海运是最常
用的方式之一。《政策措施》也
提出要“提升外贸海运保障能
力”。为助力企业拓展物流渠
道，商务区加强与上海港的合
作联动。据悉，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商
务区内设立服务专窗，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物流服务。

不止海运，商务区还着力
推进空运保障措施，在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开展跨境电商“9610”

业务。不久前，上海一家物流公
司在虹桥机场成功出运了发往
日本的跨境电商包裹。该项目
服务商上海捷利货运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以前货物需从上海西郊的
仓库先用“绕城而过”到浦东国
际机场才能出境，不仅增加额
外的运输费用，还需要留出至
少2小时的冗余时间。而现在
货物从商务区内的仓库出发，
在虹桥机场“坐”上飞机前往日
本，全程只需8小时。

海运、空运兼备的同时，商
务区内还建有上海首个“跨境
电商+产业带”先行区服务中
心。该服务中心负责人朱慧表
示，服务中心通过与上海跨境
公服平台深入合作，建设跨境
电商生态服务体系，帮助企业
链接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及
物流供应商、支付机构、营销推
广等生态合作伙伴。“服务中心
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开拓跨境电
商业务，再利用其现有的渠道
和资源，快速切入跨境电商市
场，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业态
的融合发展。”朱慧说。

此外，商务区内还汇聚了
一批以上海亿电通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为代表的跨境电商专业
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深度价值
链管理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等。

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

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的常
年举办地，商务区正加速“展
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采
购商变贸易商”，持续放大进
博会溢出效应。

走进位于商务区的虹桥品
汇，中国城市报记者看到，偌大
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进口商

品，从乌克兰葵花籽油、英国洗
衣液等民生类消费品，到南非
木雕制品、孟加拉国黄麻制品
等当地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令
人目不暇接。

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
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菁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虹桥品汇是
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6天
+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
目前已展出来自全球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个品牌，
共计8.5万多款产品，其中“进
博”品牌占 70%以上。此外，
还引进韩国三养、加拿大麦肯
等总部型企业，集聚贸易主体
和贸易撮合商800多家，同时
通过品牌授权特许经营，在苏
州、绍兴、昆山、杭州等长三角
地区开设33家分中心。“我们
打造的虹桥国际咖啡港目前已
集聚了全球100多家咖啡产业
供应商，服务和链接了1000多
家精品咖啡馆和咖啡角，带动
贸易额30亿元。今年5月，我
们通过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举
行展贸对接活动，促成了4亿
多日元的成交额。”朱菁说。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
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
放试点，持续打造‘投资中国’
品牌。”商务区正不断夯实品牌
建设基础。

新加坡企业中心主任助理
杨倩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
目前中心协助30家新加坡企
业落户商务区，涉及通信科技、
半导体设备检测、教育科技等
多个领域。“上海已成为很多新
加坡企业投资中国的首选地，进
博会也成为了新加坡企业向中
国以及世界展示服务和商品的
绝佳平台。在商务区管委会的
邀请、协助下，我们于2018年正
式入驻虹桥海外贸易中心。期
望通过搭建新中两国经贸交流
的桥梁，鼓励、推动更多新加坡
企业到中国投资发展。”她说。

如何以进博会为契机，增
强商务区的外资“磁吸力”？汤
蕴懿认为，利用好商务区的平台
功能，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经济
体的综合优势，和中国联通全
球市场的转换优势，与外资企
业共建产业链、共同推高价值
链和共同深化供应链。“一是以
进博会为风向标，推动全球新
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交流展示
平台建设，以技术链接与外资企
业共建产业链；二是以进博会为
引力场，及时了解消费新动向、
新趋势，形成以需求牵引的投资
路径，与外资企业共同推高价值
链；三是以进博会为转换器，形
成中国企业与外企的深度合作，
共同开发全球市场，深化全球供
应链的安全韧性。”汤蕴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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