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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丝路海运”主题
展馆，举办2021“丝路
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丝路海运”品牌影响
力平行论坛、第四届
“一带一路”发展高层
论坛、“丝路投资”园区
开发对接会等，发布
《2021“丝路海运”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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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影 响 力 研 究 报
告》……第二十一届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期间，“丝路海运”
着力构建“一带一路”
黄金水道的广度和深
度得到进一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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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开启
共同富裕“绿色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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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净零碳”梦想的小山村、借海风之

力输送清洁能源的“风车王国”、喷吐水蒸气

的“不夜城”……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正积

极探寻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方案”，以行动诠

释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

□ 康 逸 李骥志

历经8年22轮正式谈判、上百

次非正式磋商，2020年9月14日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签署。随着今

年3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首批50

吨四川宜宾芽菜起运上海，通过海

运直达德国；湖南安化黑茶大量销

往英国等地；法国葡萄酒对华逆势

出口强劲……

协定签署一年来，不仅为中欧

产品打响知名度、还为更多产品的知

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促进

中欧经贸合作注入了更多新动力。

地理标志是识别产品来源于某

一地区的标志，也是知识产权的一

种重要类型。赣南脐橙、潜江小龙

虾、五常大米、法国香槟、巴伐利亚

啤酒……协定签署一年来，收录在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的酒类、茶叶、

农产品、食品等产品，逐渐为中欧两

地更多消费者所熟知，收获更多赞

誉和订单，在中欧市场大放异彩。

一年来，中欧双方积极开展交

流合作，共同推动协定生效落实。

中国驻欧盟使团与欧盟委员会共同

举办地理标志产品推广经验在线交

流会，邀请双方主管部门、地方官员

和专家深入研讨。

根据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欧

双方互认地理标志超过500个，是

中欧之间首次大规模互认地理标

志，对促进中欧经贸合作和经济发

展具有深远意义。首批“上榜”的中

欧各约100个地理标志自协定生效

之日起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第二批

各175个地理标志将于4年内完成

保护程序，助力更多特色优质名品

进入彼此市场，为中欧经贸合作带

来新机遇。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表

示，这一协定为中欧双方高品质的

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彼此市场提供了

全面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也为中欧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更多

选项。

他说，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以农

产品为主。当前，中欧农业农村发

展都进入了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

展是双方的共同目标。近期，中欧

双方农业部长和委员进行了友好深

入交流，进一步对接未来合作。相

信在中欧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将进一步有效落实。

茅台芬兰经销商负责人唐超

说，协定生效后，当地消费者更容易

认可茅台的品质和品牌价值，提升

了中国白酒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

还帮助茅台更好走进芬兰市场，推

广覆盖更多商家。

一年来，欧洲各界也越来越认

可协定的价值。他们认为，协定将

促使欧中双方对各类地理标志产品

实施更好保护。协定的生效落实对

相关行业是重大利好，有利于欧洲

知名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广，也使欧

洲人更容易买到正宗中国商品，促

进双方经贸交流。

同时，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也为

中欧经贸合作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2020 年中欧贸易额达 6495 亿美

元，中国首次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

伙伴。目前，中国是欧盟地理标志

产品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对欧洲食

品和饮料行业而言，中国是一个具

备高增长潜力的出口市场。据统

计，欧盟地理标志产品年出口额超

200亿美元，占欧盟食品和饮料出

口总额的 15%以上。此外，约有

1600个非欧盟地理标志在欧盟受

到保护。

据张明介绍，一年来，双方农产

品贸易在疫情下保持了快速增长势

头，贸易额预计将超过300亿美元，

同比增速16%以上。“中欧地理标志

协定的签署和落实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推动作用。”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署一周年

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在疫情

蔓延、供应链中断、国际贸易持续

萎靡的“逆风”下，中欧经贸关系展

现了强劲的韧性和活力，实现中欧

两大市场、两方资源的更好联通、

更大效益，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

正能量。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为中欧经贸注入新动力

□ 陈一帆

在有着“祖国南大门”之称的广西凭祥

市，友谊关口岸是中国—东盟水果进出口贸

易的重要口岸。满载着来自东南亚的榴莲、

山竹等水果的货车通过这里进入国内，为全

国各地送去“甜蜜”。

一头连接着中国西南广阔腹地，一头连

接着东盟国家，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

合作的前沿，多个产业链条与东盟国家深度

交织。随着双方经贸往来走向纵深，广西与

东盟金融合作日益密切。

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等13部委联合

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

开放门户总体方案》。如今，一系列金融领域

的改革创新以及人民币跨境使用、跨境金融

服务和区域金融发展等相关配套政策已落地

实施。

广西在推动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用

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与尝试。自治区地

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范世祥介绍，近年来，广西

开展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扩宽

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渠道，创新发展人民币

对柬埔寨瑞尔等东盟国家货币银行间市场区

域交易，推进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促进

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大宗商品

人民币计价结算。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数据显示，

今年1月~6月，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为

879亿元，其中广西与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

量达395亿元，东盟继续保持广西跨境人民

币收支第一大境外地域地位。

与此同时，广西不断完善跨境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边境口岸互市贸易结算信息系统，

提升边民互市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并运用

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打造“百强千企聚

链”工程，切实解决涉外企业融资难题。

随着中国—东盟金融城、中国—东盟跨

境金融服务中心等一系列金融资源集聚平台

的打造，广西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

开放，金融要素集聚显著增强。截至今年8

月末，中国—东盟金融城累计入驻金融机构

（企业）256家，是2018年末的12倍。

第13届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领

袖论坛日前在广西南宁举行，这一论坛已成

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商金融合作、共谋经济

发展的重要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

秦如培在论坛上表示，广西将共建共享面向

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着力推动区域金融合

作一体化，完善跨境金融交流合作机制和

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强化面向东盟的人民

币跨境结算、货币交易和跨境投融资服务，

更好地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并以物

流金融为切入点，建立跨区域金融合作平

台，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金融

市场发展。

广广西三江西三江：：
山乡山乡稻谷飘香稻谷飘香
近日，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

自治县山区梯田里的中稻进入成

熟期，当地村民忙着收割、晾晒稻

谷，村寨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图为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

的高山稻田。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 本报记者 丁 南

□ 武艳杰

“丝路海运”从厦门港启航、与

中欧班列实现双向对接、联盟“朋友

圈”持续扩大、写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丝路海运”

主题展区，画面上每一个高光时刻，

都展示着“丝路海运”旺盛的生命力

和不断发展的动力。

“丝路海运”朋友圈持续扩大

2018年 12月，“丝路海运”从

厦门港启航，一个全新的“一带一

路”海上综合物流服务品牌，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从福建走向世界。

日前，福建省发改委副主任

詹晨辉在2021“丝路海运”国际合

作论坛上宣布，新选取天津、山东、

福州、厦门、广州、广西六地八条航线

作为第八批“丝路海运”命名航线。

至此，全国“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增

加到80条，覆盖天津港、青岛港、福

州港、厦门港、广州港和北部湾港。

“我们携手各方致力打造首个

面向‘一带一路’、提供高质量海运

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品牌,构建‘服

务标准化、运行便捷化、管理智能

化’的综合物流新体系。”詹晨辉说，

目前“丝路海运”的“朋友圈”已覆盖

27个国家、99个港口；“丝路海运”

联盟成员突破200家，涵盖港航、物

流、商贸、金融、信息、科研机构等

领域。

据介绍，福建省将“丝路海运”

作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海

丝”核心区、促进对外开放及国际

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丝路海运”

开行以来，得到各地各级政府部门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出台了《福

建省“丝路海运”港航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加快建设“海上

福建”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2021—2023）》《2021

年数字福建工作要点》等一系列政

策支持。

今年，“丝路海运”建设写入国

家“十四五”规划。立足新阶段，如何

把握新机遇，承担新使命？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宁吉喆

在2021“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上指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2018年以来，福建探索“丝

路海运”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下一

步，要着力扩大“丝路海运”品牌影

响，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凝聚合作发展共识；要创新“丝路海

运”多式联运，方便国内外企业、造

福全球消费者；要推动“丝路海运”

提质增效，打造服务标准化、运行便

捷化、管理智能化的“丝路海运”发

展模式。

构建“一带一路”黄金水道

设立“丝路海运”主题展馆，举

办2021“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丝路海运”品牌影响力平行论坛、

第四届“一带一路”发展高层论坛、

“丝路投资”园区开发对接会等，发

布《2021“丝路海运”蓝皮书》《“丝

路海运”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期间，福建借助“丝路海运”着力

构建“一带一路”黄金水道的广度和

深度得到进一步体现。

福建省委书记尹力表示，打造

“丝路海运”，是福建落实“一带一

路”倡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促进对外开放和国际交

流合作的重要举措。如今，“丝路海

运”已经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国际

航运物流服务的新品牌，与中欧班

列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国际贸易新通道，展现出勃

勃生机。

近年来，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和不断增长的投资实力，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新机遇。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运行受阻，“丝路海运”通

过共商、共建、共享，为提高全球商

业韧性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丝

路海运”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60多

万箱，同比增长超20%。

数字赋能，被视为“丝路海运”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今年5

月22日，福建省出台《加快建设“海

上福建”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提出

加强“丝路海运”标准体系和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

近日启动上线的“丝路海运”信

息化平台，将整合福建省现有的“关

—港—贸”信息平台资源，拓展国内

外智慧物流合作伙伴，打通“丝路海

运”航线所经港口，实现海关“三

互”、商品溯源和全程物流可视化。

中远海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

长许立荣表示，2020年，海运在全

球贸易中的承运占比达86%，创下

新高。未来，应当致力于引领行业

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拓展场景应

用，促进运输和物流数据共享，推动

实现全程物流的可视和可控。

打造“丝路海运”构建国际贸易新通道
“丝路海运”建设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目前，全国“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增加至80条，

“丝路海运”朋友圈已覆盖27个国家、99个港口

图说新闻

协定签署一年来，收录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中的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产品，
逐渐为中欧两地更多消费者所熟知，收获更多赞誉和订单，在中欧市场大放异彩

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
国货老字号网上掀起“新国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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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2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启

动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里的一众老字号积极

拥抱互联网，各出奇招，不仅将特有的“广府

文化”带到了全国，更纷纷释放创新潜力，加

速开拓新赛道，在电商平台上让更多年轻人

爱上传统文化和传统味道。

广西建立跨区域金融合作平台
今年 1月~6月，与东盟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39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