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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观平

□ 本报记者 黄 鑫

之江向海

本报调研组

开放，对浙江来说有着特殊意义——

全域“七山一水两分田”，可开发空间不大，

自然资源贫乏，让曾经“小个子”的浙江，不

得不把目光转向海外。

以 1979 年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为标

志，浙江推开了外向型经济的大门。经过

20 多年发展，浙江的“块头”不断长大，经

济实力持续提升，但也面临着先发优势不

再、体制活力衰减的困扰。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并强调

“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一个“跳”字，生动描画了浙江转型之路。

从外贸大省到开放大省再到开放强

省，“跳出来”的浙江一路奋楫，划出了令人

瞩目的上扬线：2004 年，一般贸易出口居

全国首位；2016 年，实际利用外资全国第

四 ；2023 年 ，外 贸 出 口 居 全 国 第 二 ；2024

年，进出口规模突破 5 万亿元，出口增速位

居东部沿海主要省市之首。今年上半年，

浙江货物贸易出口突破 2 万亿元。

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浙江

的脚步更坚实铿锵。

产业重构

世纪之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

接机遇的同时，开始面临全球竞争。浙江

作为开放先行地，率先遇到“成长的烦恼”，

一些企业频遭反倾销诉讼、贸易受阻，曾是

支撑浙江经济发展关键力量的块状经济，

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多年形成的低成本、

低价格优势持续弱化，“低小散”产业结构

面临严峻考验。如何突围？

——引进来，他山之石强链补链
2002年，浙江全省实际利用外资30.8亿

美元，仅为广东的27%、江苏的30%。面对加

入世贸组织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扩大利用外

资”被民资充裕而外资短缺的浙江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引进来，去哪儿引、引什么、怎么引？民营经济活跃的浙

江，缺的不是资金。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引进外资，不仅

是一个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促进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的问题，是一个扩大开放的问题”。

2005 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引来一只“金凤凰”，香港机

场管理局出资 19.9 亿元入股并取得 35%股权，双方在资金、

管理、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年后，萧山机场

成为内地第 8 个年旅客吞吐量超千万人次的机场。

发端于台州椒江小作坊的缝纫机制造企业杰克，早年凭

借市场积累和供应链优势，快速拓展国际贸易，但受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只早飞的“俊鸟”深陷困境。

“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补上技术短板。”杰克控股集团

董事长阮福德将目光瞄准海外优质标的。

德国奔马拥有全球顶尖技术以及保时捷、

宝马、空客等优质用户，被誉为裁床行业的

“奔驰”，这对亟需拓宽产品品类的杰克犹

如甘霖。但双方实力悬殊，谈判陷入僵局。

“破局的关键在拓卡。”阮福德话锋一

转：“拓卡是奔马的竞争对手，先注资收购

拓卡，再通过拓卡收购奔马。”

成功并购拓卡和奔马成为杰克业务版

图扩展的重要转折点。借助引进来的先进

技术和营销网络，杰克迅速跻身欧洲和北

美等高端市场，并快马加鞭收购了意大利

衬衫智能制造企业迈卡、牛仔裤智能制造

企业威比玛。2024 年企业销售额突破 60

亿元，连续多年工业缝纫机销量全球第一，

产品畅销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全球

每 3 件服装就有 1 件由杰克缝纫机缝制。

“以民引外”，浙江民营企业以开放姿态

融入全球产业链。沙特阿美以246亿元战略

入股荣盛石化、零跑汽车吸引斯泰兰蒂斯集

团 15亿欧元战略投资、德国拜耳投资 3亿元

建设拜耳作物科学杭州供应中心⋯⋯一次

次牵手，汇聚成浙江开放发展的不竭动力。

“引进来的不仅是资金，背后是先进技

术、管理经验和广阔的国际市场。”浙江省

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李军表示，优质外资

为弥补产业链短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提供了动力。

——走出去，汲取更多阳光雨露
“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

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

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

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对“地瓜经济”的精

彩比喻，生动阐释了“走出去”的中国智慧。

常住人口 106.3 万的省辖县级市桐乡，

孕育了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记录着“走出

去”的生动实践。

将矿石拉成比头发还细的玻璃纤维，做成工业复合材

料，应百业之需，是中国巨石的生财之道。2008 年，巨石以

80 万吨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打破了美国占据世界玻纤产业

龙头的局面。

2009 年，欧盟对中国输欧长丝玻璃纤维发起反倾销调

查，企业陷入两难境地。“放弃欧洲市场，行业龙头地位将岌

岌可危。”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曹国荣坦言，产能单

一是最大掣肘，企业亟需走出去建厂，毗邻欧盟的埃及成为

全球布局的第一站。如今的巨石，已建成中东、北非地区最

大的玻纤生产基地，通过走出去，连续 17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

第一。 （下转第十版）

下图 浙江省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繁忙的

作业场景。 汤健凯摄（中经视觉）

携 手 打 造 世 界“ 共 赢 链 ”
7 月 16 日至 20 日，以“链接世界、共

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

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面对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挑战，来自 75 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651 家中外企

业和机构齐聚一堂，携手探寻“链”通世

界的解决方案，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脱钩断

链”杂音不断，全球限制性外资政策增

多，产供链的友岸化、近岸化、本地化趋

势增强。尽管如此，第三届链博会热度

不降反升。从区域看，境外参展商占比

达 35%，较上一届提升 3 个百分点，其中

美国参展企业数量增长 15%。从企业规

模看，超过 65%的参展商是世界 500强和

行业龙头企业，还有大批专精特新、“隐

形冠军”企业踊跃参展。广泛且高质量

的参与度，表明巩固和加强全球产供链

合作仍是各方共同期盼，彰显全球工商

界对中国及链博会平台的坚定信心。

中国已成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锚”。从供给端看，我国产业体系完备，

科技创新不断突破跃升，持续为世界提

供高品质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从

需求端看，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坚定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产供链发展

提供广阔空间。链博会正是中国促进

全球产供链合作的具体实践。在连续

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链博会影响力

与日俱增，已从企业展示平台升级为促

进产供链深度协同、共享中国机遇的重

要枢纽。

促进上中下游高效衔接。本届链

博会吸引了 651 家企业和机构携 500 余

家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展。展区设

置紧扣产业链逻辑，按先进制造链、智

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等主题划分，促

进同“链”企业深度互动合作；同时成立

各链条展商联盟，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

业搭建资源共享与长效合作平台。

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力。加强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激发自

主创新活力与产业升级动力的关键所

在。对此，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置了以知

识产权转化为主线的创新链专区，邀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技术交易所等 14 家机构参展，完

整呈现科技成果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

发、产业应用再到市场反馈的全链条转

化过程；同时也帮助参展企业和个人解

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不能用”

“不好用”“不会用”以及信息不对称、资

源分散和商业运作困难等问题。

凝聚全球开放合作智慧。为帮助

全球工商界准确把握全球供应链的发

展趋势和特点，本届链博会继续发布

《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以及全球供应

链指数矩阵，其中创新指数和韧性指数

为第三届链博会首发。这有利于充分

发挥链博会国际化交流平台优势，汇聚

产学研用各领域精英，为推动全球产供

链开放合作建言献策。

各方充分利用链博会这一宝贵平

台，坦诚交流、深入对接、务实合作，携

手续写更多“共赢链”之约，将为全球产

供链的韧性与安全注入新动能，为世界

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开辟新路径。

6.4% ，工 业 生 产 增 势 良 好

国家统计局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4%，在一

季度良好开局的基础

上展现出较强韧性，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25.7% ，

基本保持稳定。

今年以来，新型

工业化加快推进，企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工

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呈现出“向稳、

向新、向优”的特点。

结构更优韧性更强

上半年，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现，新质生

产力加快培育。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关兵认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我国工业经济顶住压力，呈现“工业稳”“结构

优”“韧性强”三大特点。

看增速，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4%，较上年同期加快 0.4 个百分点；

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高于 GDP 增

速 0.9 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

献率为 36.3%，较去年全年提高了 1.6 个百分

点，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

看结构，上半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融合取得新进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5%、10.2%，成为支撑工

业经济增长的关键。

看韧性，上半年，面对美国“关税战”的严

重干扰，我国企业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仍实现了 4.2%的

增长。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出口总额达 1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7.2%。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少锋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落实“两重”“两新”等政

策措施，协同各地在政策支持、项目落地、供

需对接、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充分

发挥工业经济基础强、韧性强、创新活跃的优

势，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赛 智 产 业 研 究 院 院 长 赵 刚 表 示 ，下 半

年，要在稳增长、稳外贸的基础上，面向市场

新需求，加大高端装备等工业产品创新力

度，深化工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领

域重大项目投资和建设，推进重点行业数字

化转型和“人工智能+”行动，提升促进产业

链供应链运作效率，促进制造业收入和利润

双提升。

数字化转型加速跑

上半年，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工信部新

确定了 26个试点城市开展第二批制造业新型

技术改造，新支持35个试点城市实施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在电子信息、电力装备、轻工、石

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行业，加快推

进数字化转型行动。 （下转第三版）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记者
齐慧）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

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8 亿吨，

日均装车 18.24 万车，同比分别增

长 3%、4%。

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保障

有力。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煤炭

10.2 亿吨，其中电煤 6.95 亿吨，铁

路直供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

矿建材料、冶炼物资、粮食运量同

比分别增长19.7%、8.6%、9.8%。

铁 路 物 流 产 品 服 务 提 质 升

级。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上

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 12.2

亿吨。打造货运班列示范线，提

升班列开行品质，在主要经济区

域间构建快捷物流通道，服务做

强国内大循环。铁路 95306 平台

上线 102 条多式联运“一单制”产

品线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发

送铁水联运集装箱货物 825.4 万

标箱，同比增长 18.1%。

跨 境 货 物 运 输 保 持 稳 定 畅

通。铁路部门与国内海关部门、

境外铁路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提

升口岸交车作业效率和通关便利

化程度，确保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上半年，中欧班列保

持稳定开行，中亚班列开行 7349 列，同比增长 25%，中老铁

路发送跨境货物 302.9 万吨，同比增长 9%。

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19 . 8

亿吨

中亚班列开行量同比增长

25 %

三部门联合印发支持项目目录——

绿 色 金 融 发 展 空 间 广 阔
本报记者 勾明扬

为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牵引作用、完

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和基础制度，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

证监会近日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

目目录（2025 年版）》，进一步加大金融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

丽中国建设力度。

目前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全球第一，

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市场规模居全球前

列，预计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目标资金

需求将超 25 万亿元，绿色金融发展空

间十分广阔。

政策加力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 年第一

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

年 3 月末，绿色债券累计发行 4.3 万亿

元，其中绿色金融债累计发行 1.8 万亿

元，为金融机构投放绿色信贷提供了稳

定资金来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认为，今年绿色金融债发行规模相比去

年同期显著升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

的。政策方面，金融管理部门支持绿色

金融发展，绿色债券是其中重要组成部

分；市场方面，企业绿色转型需求强烈，

带动绿色债券需求增长；此外，绿色债

券募集资金用途明确，市场利率较低，

也推动其发行规模快速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等 4 部门去年 10 月

印发的《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

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强调，要着力提

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丰富绿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银行、保险、证券、

基金等金融机构要立足职能定位，提升

绿色金融供给质量。持续加大绿色信

贷投放，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

化 等 绿 色 金 融 产 品 ，强 化 绿 色 融 资

支持。

“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使我国成

为 全 球 最 具 活 力 的 绿 色 金 融 市 场 之

一。这主要得益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与市场实践的双向赋能，特别是标准的

引领作用。”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德奇说，

今年人民银行又更新发布了绿色金融

支持的项目目录，扩大了绿色金融的业

务边界和范围。

在国家政策标准的支持引领下，今

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40.61 万亿元，比年初增长 9.6%，一季度

增加 3.56 万亿元。分用途看，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贷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贷

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余额分别

为 18.11 万亿元、8.13 万亿元和 4.81 万

亿元。

聚焦重点领域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是绿色金

融加大支持力度的重点领域之一。

6 月 13 日，国家开发银行在上海清

算所面向全球成功发行 80 亿元 3 年期

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 1.32%，获得了

各类投资者的踊跃认购，认购倍数达

2.33 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支

持污水处理、再生利用及污泥处理处置

设施建设运营，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运营等城市更新领域项目。据测算，相

关项目按照绿色债券支持比例折算后，

预计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 4.46 万吨、

节约标准煤 2.2 万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

见》提出，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国

开行资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发行

正是为城市更新行动提供金融支持的

一项具体举措，下一步将立足职能定

位，聚焦主责主业，做好绿色金融大文

章，以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共同

支持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

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和发展机遇。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引

导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城中村改造，推动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

量，还指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基础设施

和重大项目建设，满足水电气暖、交通

仓储、通信、城市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

改造等领域的合理融资需求，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提质增效。此外，指导金融机

构充分发挥经营性物业贷款的作用，支

持低效楼宇、既有商业设施等物业项目

的更新改造。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