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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
報道）中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司
長李興乾23日在國新辦吹風會上
表示，近幾年，中國跨境電商保
持了快速發展的勢頭，5年增長
近10倍。今年一季度，仍然繼續
保持高速增長勢頭。「跨境電商
是正在成長的外貿增長點。」
目前，世界各國都在大力發展
跨境電商，根據世貿組織的報
告，到2026年之前，全球B2C
跨境電商將保持27%的增速。圍
繞跨境電商的發展，李興乾提
到，商務部將在發展「跨境電
商+產業帶」，建好線上綜合服
務平台，完善考核評估、促優扶
強，引導合規經營、防控風險四

個方面發力。
李興乾指出，發展「跨境電
商+產業帶」，即依託中國的
165個跨境電商綜試區，結合各
地的產業稟賦和區位優勢，推動
更多地方特色產品更好地進入國
際市場，也就是要在做好面向消
費者的B2C業務的同時，還要大
力支持傳統外貿企業，通過跨境
電商拓展銷售渠道，培育品牌，
壯大貿易規模，特別是壯大面向
企業的B2B貿易規模和服務能
力。

將指導綜試區優化服務平台功能
近幾年，各個綜試區都在積極

推進線上綜合服務平台建設。李

興乾透露，目前，這些平台服務
的跨境電商企業已經超過6萬
家，大約是全國跨境電商企業的
60%左右。「商務部將支持指導
這些跨境電商綜試區，進一步優
化服務平台功能，引導海外倉企
業對接線上綜服平台，力爭把通
關、稅收、金融、海外倉儲功能
集成於一體，實現 『一點接
入、一站式』綜合服務，使這樣
一項便利的集成服務能夠惠及所
有跨境電商企業。」此外，他透
露，目前，商務部也正在着手籌
備中國跨境電商綜試區工作推進
會，交流各地經驗，共享推廣有
效做法，從而更好地發揮優秀綜
試區的示範引領作用。

5年增近10倍跨境電商成外貿增長點

◆ 根據世貿組織的報告，到2026年之前，
全球B2C跨境電商將保持27%的增速。圖為
福州舉辦的第三屆中國跨境電商交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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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近日，中國國務院召開常務

會議，研究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政策措施。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

代表兼副部長王受文23日透露，未來將發布有關國別貿易指南具體

措施，並將修訂邊境互市貿易管理辦法，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開展全

球貿易數字化領航區發展。據介紹，商務部在推動外貿基礎設施數

字化措施時，還將重點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部分地市試點開展港口、

倉儲、貨代、船公司、運輸企業以及外貿企業之間的數據共享。

灣區打造全球貿易數字化領航區
商務部：重點推進貨物貿易數字化 部分地市試點開展港口倉儲等數據共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國
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王受文在23日國新辦吹風會
上回應中國加入CPTPP的相關問題時指出，中國有意
願、有能力加入CPTPP，而且加入CPTPP符合中國利
益、符合所有CPTPP成員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甚至
世界經濟復甦的利益。「中國加入意味着CPTPP成員
國的消費者增加三倍，這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市場准入
機會，GDP總量擴大1.5倍。」

中國有能力履行CPTPP義務
王受文表示，中國2021年正式提出加入CPTPP，此
後，習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的國際會議場合強調或者重
申，中國將積極推動加入CPTPP。「中國對CPTPP的
所有條款進行了深入研究，評估了中國加入CPTPP要
付出的代價和會帶來的收益。」他說，「我們認為，中
國有能力履行CPTPP義務。」實際上，中國已經在一
些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對照CPTPP的規則、標
準、管理這些方面的高標準義務，進行先行試點、試
驗，條件成熟以後，還會在更大範圍進行推廣。

中國加入 成員國消費者將增三倍
此外，他認為，對中國來說，加入CPTPP，有利於
進一步擴大開放，深化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對
CPTPP成員來說，中國加入意味着CPTPP成員國的消
費者增加三倍，這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市場准入機會，
GDP總量擴大1.5倍。
「一家國際知名的研究機構做過測算，假設CPTPP
的收益是1，中國加入CPTPP後，將使CPTPP整體收
益變成4。所以，中國加入，符合11個CPTPP成員的
利益。」他續指，亞太自由貿易協定有兩個輪子，分別
是RCEP和CPTPP，目前都已生效。「中國作為RCEP
成員，如果加入CPTPP，將有助於這兩個輪子進一步
向前推動，有助於亞太自貿協定推進，這對整個地區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於本地區的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安
全、可靠和高效至關重要。所以，我們期待11個成員
國都能支持中國加入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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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金中夏，23日出
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國務院政策例
行吹風會，介紹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
有關情況時表示，人行持續優化跨境貿
易人民幣結算環境，去年全年，貨物貿
易中的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年增37％，

佔比提高到19％。
金中夏介紹央行的四項重點工作，首

先，採取的措施是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
本。他表示，2022年中方企業貸款加權
平均利率較上年同期下降34個基點，僅
4.17％，這在歷史上是比較低的水平。
第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和民營

外貿企業的支持力度。截至2022年末，
普惠小微貸款餘額年增24％，達到24
兆人民幣。第三，人行指導金融機構為
外貿企業提供匯率風險管理服務，減免
了銀行服務中小微企業相關外匯交易手
續費。去年全年，企業套保比率較上一
年提升了2.4個百分點，達到了24％，

中小微企業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的能力進
一步提高。第四，持續優化了跨境貿易
人民幣結算環境，提高跨境貿易便利化
水平。去年全年，貨物貿易中的跨境人
民幣結算規模同比增長37%，佔比提高
到 19%，比 2021 年提高了 2.2 個百分
點。

去年貨物貿易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增3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
王受文在23日國新辦吹風會上表示，商
務部和相關部門以及地方對外貿企業在
申辦簽證、辦理機票、參加展會等方面
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未來還將在辦好展

會、便利商務人員往來、持續深化貿易
創新和支持企業開拓多元化市場等方面
幫助外貿企業穩訂單、拓市場。他提
及，商務部將發布國別貿易指南，特別
對中小微企業開拓「一帶一路」市場，
提供支持和便利。值得注意的是，APEC

商務卡虛擬卡持卡者將自5月1日起允許
入境。
王受文稱，廣交會正在進行，像廣交

會這樣的展會，貿易企業作為供應方，
和國外採購商作為需求方進行對接是非
常重要的。「一季度商務部進行備案或
者審批的各類展會達到了 186個」他
說，「我們要幫助企業進行供採對
接。」

相關部門正優化遠端檢測措施便利訪問
針對國際航班較少、票價較貴的情

況，民航部門積極支持，採取了一系列
措施。王受文透露，中國對外國際航班
的恢復率和疫情前相比已經達到了將近
三成，對於簽證方面遇到的困難，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商務部對APEC商務旅
行卡替代簽證的做法給予支持，虛擬簽
證卡將在5月1日允許入境。與此同時，
國內相關部門正在進一步研究優化遠端

檢測措施，為商務人員到中國來訪問提
供便利。
他指出，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很

好，商務部準備扎實推進跨境電商綜合
試驗區建設，開展品牌培訓、規則和標
準建設、海外倉高質量發展等工作，此
外還準備召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現場
會議，推廣跨境電商方面的一些好做
法。
最後他透露，商務部將發布國別貿易

指南，對重點的市場，每個國家制定一
個貿易促進指南。「我們還將利用好和
很多國家建立的『一帶一路』項下的貿
易暢通工作組機制，推動解決中國企業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拓市場方面
所遇到的困難，增加企業的機會。在這
方面，希望駐外的使領館、經商機構會
為企業提供便利，加大服務，特別對中
小微企業開拓『一帶一路』市場，提供
支持和便利。」

持APEC虛擬簽證卡者下周一起可入境中國

外貿三方面「穩規模」兩方面「優結構」
在國新辦吹風會上，王受文介紹稱，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的政策措施共分為

「穩規模」和「優結構」兩大方面。前者包括努力創造貿易機會、穩定重點產品
貿易和穩定外貿企業三方面，後者包括優化貿易方式和優化外貿發展環境。
王受文表示，將在國內廣泛恢復線下展，提高APEC商務旅行卡辦理效率，推進

國際客運航班穩妥有序恢復等。「我們還將發布有關國別貿易指南具體措施，這些
措施旨在增加企業的貿易機會。」他指出，在穩定外貿企業的措施中，包括研究設
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引導基金二期，鼓勵銀行和保險機構擴大保單融資增信合作，
積極滿足中小微企業對外貿融資的需求，加快拓展產業鏈承保等一系列具體措施。

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東北梯度轉移
「在優結構方面，我們提出要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東北地區進行梯度轉
移。」他說，「我們還將修訂邊境互市貿易管理辦法，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開展全
球貿易數字化領航區發展；指導相關商會協會來適應綠色環保要求，制定一些外
貿產品綠色低碳標準，指導企業用好跨境電商零售出口相關稅收政策等。」
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司長李興乾表示，經國務院同意，商務部會同相關部門和地

方，制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全球貿易數字化領航區建設方案》。香港文匯報記者
也注意到，2021年 1月，廣東省發布《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
（2021—2025年）》，在大力發展數字貿易章節，實施數字貿易工程，出台促進
數字貿易發展的措施。建立重點企業聯繫制度，培育一批數字貿易重點企業，推
動數字貿易企業做大做強。制定省級數字服務出口基地認定標準，認定一批省級
數字服務出口基地。支持國家數字服務出口基地建設，打造數字貿易載體和數字
服務出口集聚區，創建國家數字貿易示範區。推動移動支付工具在粵港澳大灣區
互通使用。為未來工作重點。
李興乾稱，目前，貿易數字化的重點是推進貨物貿易數字化，商務部正在推進貿
易管理、貿易方式數字化，重點是「四個推進」：推進貿易供採對接數字化、推進
貿易服務平台數字化、推動外貿基礎設施數字化以及推進構建貿易數字化國際規則。

支持地方和大型企業加快智慧港口建設等
在介紹推動外貿基礎設施數字化措施時，李興乾強調，重點是支持地方和大型

企業持續加快智慧港口建設、智慧海外倉建設，推進安全可控的自動化裝卸、智
能化系統應用，提高口岸作業單據電子化流轉水平，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部分地市
試點開展港口、倉儲、貨代、船公司、運輸企業以及外貿企業之間的數據共享，
協同運轉，實施全流程智慧化管理。

推「單一窗口」強化貿易全鏈條數字化
此外，商務部正在推動增強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功能，強化貿易全鏈條數字

化應用。目前，一些地方都做了非常積極有效的探索，像重慶正在試行電子提單
系統應用，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貨運提單流程電子化流轉。深圳已經就「電子
信用證」系統進行了多輪測試，技術上實現進出口貨款電子單據結算。引導地方
在標準版「單一窗口」基礎上，根據各地實際，研發並接入地方特色應用板塊，
力求實施「一站式」應用集成，從而提升企業報關效率，促進降本增效。
「未來商務部將繼續積極推進貿易數字化國際規則談判進程，支持和指導地方

進一步研究對標高標準國際規則，試點貿易數字化國際合作項目。」

◆王受文表示，將在內地廣泛恢復線下展，提高APEC商務旅行卡辦理效率等。圖為早前，觀眾在二十三屆深圳高交會上參與VR遊戲體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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