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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安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

动下，对外贸易成为推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力量。海关总署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

进出口总值达到了41.76万亿

元，同比增长0.2%。这一增长

态势不仅彰显了中国对外贸

易的活力，也凸显了其在全球

经济复苏中的积极作用和贡

献，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

货物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

出口依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

强大动力。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对外贸易也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

的抬头，使得原本开放的国际

市场逐渐筑起壁垒，特别是美

国政府对很多中国出口产品

增加附加关税，给企业的出口

贸易带来了重重困难。同时，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加

剧，彰显国际政治关系错综复

杂，给跨国贸易带来了极大的

不确定性。此外，全球经济的

不稳定性也在加剧，经济波动

频繁，贸易风险增加，产业链

转移也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

市场中举步维艰。

为了帮助企业应对这些

挑战，我国高度重视对外贸易

的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支持企业“走出去”。其

中，对外贸易法为企业提供了

明确的法律保障，确保企业在

国际市场中的合法权益。《关于

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

见》等政策则针对企业面临的

实际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

方案，包括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支持。

此外，我国还积极推动企业与

国际市场对接，通过举办广交

会、华交会、进口博览会、投洽会

等国际展览会，为企业搭建与

国际市场交流的平台，从而帮助

企业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品牌知

名度。同时，政府还加强了与主

要贸易伙伴的关系，签订了多

项贸易协定，进行关税互惠或

减免，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

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众

多企业敏锐捕捉到了时代的

脉搏，其中不乏一些佼佼者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以南京龙

满商贸有限公司为例，其总经

理王亚平凭借对市场趋势的

精准把握和前瞻性的战略规

划，积极响应“走出去”号召，

勇于出海拓展市场，引领公司

不断攀登新的高峰。特别是

在美国市场，遇到关税壁垒时

不畏困难，及时在洛杉矶、旧金

山等地建立联络点，设立合作

的海外仓库，提升服务竞争力，

园艺产品已销售到HOME-

DOPT、LOWES 线下大型超

市，公司DSTONE 品牌产品

也在亚马逊线上广受欢迎。

王亚平在开拓美国贸易领域

的同时，也深知机遇与风险并

存，与用户做生意时信用口碑

是第一位的。因此，王亚平始

终坚守“诚信经营、质量至上”

的原则，不仅注重提升产品和

服务质量，更在每一次交易中

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与赞誉，让

中国制造成为优品。

在王亚平看来，对外贸易

远非简单的商品交换，它更是

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与思维火

花的碰撞。他坚信，只有不断

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在这个

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立于不败

之地，为企业谋求长远而稳定

的发展。在这样的理念驱动

下，南京龙满商贸有限公司积

极投身于国际展览例如NHS

美国五金展，加入中美企业家

南京商会等多元化平台，通过

与国际同行的深入交流与合

作，进一步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与企业知名度。

总体来说，对外贸易不仅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也是企业迈向国际化的关键

桥梁，更是改革开放的最前

沿。诚然，这一过程伴随着诸

多复杂多变的挑战，但企业若

能持续创新、锐意进取，灵活适

应市场风云变幻，并精准把握

政策红利，便有望在国际舞台

上站稳脚跟，甚至取得显著的

成就。南京龙满商贸有限公司

不畏困难、砥砺前行，勇于出海、

卓越实践，不仅彰显了其深厚

的市场洞察力与战略眼光，更

为众多志在走向全球的企业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 袁双兰 韦婉晴

□ 本报记者 龚成钰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

区陆斡镇的农民们在自家的甘蔗地里摆

弄着软管，用附近一家企业免费提供的

沼液粪肥为甘蔗施肥。

正在地里施肥的村民黄先生告诉记

者：“用了他们的沼液肥，甘蔗长得又高又

粗，产量从原来的1亩地6吨增长至8吨，

每年能节省1/3的化肥钱。”据了解，沼

液肥是畜禽粪便经过处理发酵后完全腐

熟的液体，是村民们都很喜爱的一种速

效性和长效性兼备的有机液体粪肥。

每年的这个季节，南宁武鸣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的沼液粪肥就派上了用场。

该企业将生猪养殖场产生的粪污经过发

酵后形成的沼液水肥及固粪有机肥料免

费提供给周边农户，辐射范围达两万余

亩，涉及1000多农户，周边的桉树、甘蔗

等作物每亩可减少肥料投入75公斤，每

亩减少肥料投入约300元。

农田丰收离不开水肥的灌溉，企业

的成长也与税收优惠政策的持续“浇灌”

密不可分。“税务部门为我们梳理出税惠

政策清单，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

据南宁武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张女士介绍，2023年公司享受税费减

免红利共计1232.58万元。

“牧原公司持续创新环保技术，将

养猪的粪污无害化处理与农田灌溉系

统相结合，助力农业绿色发展。为推动

中小企业绿色转型，我们及时向企业推

送税费优惠政策和涉税风险提醒，努力

以政策效能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以科技

创新赋能产业创新，助力传统农业产业

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南宁市税务局

副局长王鸿雁介绍说，南宁武鸣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共有三个生猪养殖场，现已

形成集饲料生产、生猪育种、种猪扩繁、

商品猪饲养、屠宰加工于一体的猪肉产

业链。

在比亚迪新能源车里面，有一个零

部件叫冷凝器。负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冷凝器里面的中间零部件产品设计、制

造以及生产等工作的，正是南宁市安和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散热管制作方

面，我们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水散热器点

状设计，不仅提升了能量转换效率，还

减轻了重量、缩减了体积，帮助汽车行

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进一步走向轻量

化。”安和机械总经理沈平介绍，这种散

热管看似普通，但目前国内只有该公司

具备设备、模具、产品研发制造的全套生

产能力。

凭借“独门绝技”，安和机械的服务

与技术在国内汽车市场热管理领域的占

有率高达80%。公司从最开始为汽车品

牌代加工设备和模具，成长为拥有105

项专利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安和机械财务负责人龙飞燕说：

“企业成长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税收优惠

政策的支持。2023年，公司在税务部门

的辅导下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600

多万元，充足的技术资金投入让我们牢

牢掌握了热交换器特种设备全产业链

技术。”

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

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为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南宁市税务

部门积极开展以“税惠新动能、助企新

发展”为主题的中小企业服务月系列活

动，以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支持

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为重点，创新优化税费服务举措，助

力更多中小企业得享税惠、健康成长。

本报讯 谢文艳 记者

袁小峰报道 今年以来，大庆

石化牢固树立“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实

施全链条、全方位生产经营优

化，今年上半年，原油加工量以

及石蜡、炼油丙烯、炼油苯等10

项产品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面对复杂的生产经营形势，

大庆石化将发现问题、正视问

题、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

的突破口，精心绘制企业发展

“路线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大平稳实现大效益。大庆

石化动态调整生产计划、装置负

荷、产销节奏，实现生产运行总

体平稳受控。炼油区根据市场

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

构，通过动态调整催化汽油烯烃

指标、改进封油流程、降低“三

剂”消耗等措施，提高炼油产能

利用率，增产适销对路的特色炼

油产品。上半年，大庆石化加工

原油同比增加70万吨，一、二次

加工装置满负荷运行，为企业增

产创效提供基础保障。化工区

积极引进油田管输轻烃、互供石

脑油等优质资源，实现原料结构

优化增产；进一步提高化工装置

负荷率，根据分析数据及时调整

参数指标，确保产品质量稳定。

一切成本皆可降。大庆石化

从严管理成本费用，积极推进节

能降耗，实现成本硬下降。生产

运行部牵头优化岗位操作，合理

减少蒸汽消耗，科学实施流程及

伴热系统优化改造，有效回收余

热，减少蒸汽损失。炼油一部

20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热联合

0.4兆帕蒸汽改造项目今年4月投

用后，运行稳定，每小时回收过剩

低压蒸汽3吨。上半年，大庆石化

统计的39项主要物耗指标中，有

24项好于去年同期，原油加工损

失率、原油综合损失率、尿素耗液

氨等8项指标创历史最优。

打造高端特色产品。大庆石

化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研

合作，持续加大新产品开发科研

投入力度。计划经营部牵头优化

产品结构，增产高附加值产品。

聚烯烃部组织开展聚乙烯装置牌

号切换操作优化攻关，不断优化

产品牌号切换技术，减弱切换波

动带来的影响；技术人员和岗位

员工明确操作流程和主要衔接控

制点，合理降低过渡料、协议料

量。今年6月，化工一部重启停

用17年的PB小试装置，PB胶乳

顺利出料成功，为下一步开发

ABS新产品注入了新活力。

创新优化税费服务 助力“微主体”释放“强动能”
南宁市税务局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外贸易的新机遇与挑战

大庆石化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 本报记者 张守营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度

融合，主要体现为以生产力三要素跃迁为

驱动力、以均衡协调发展为基本路径、以

创新成果转化为生成机制、以农业农村

分层分化为基础和以高质量发展为中

心任务等五个特征。”日前，在北京举行

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4》（以下简称

《报告》）发布会暨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于法稳在

发布研究报告结论时作出如上表述。

五大障碍

于法稳表示，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还面

临着“五大障碍”。

一是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就是要排斥传统生产力和传统生

产关系，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解为短期

过程，把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作为唯

一衡量标准，把新质生产力简单地理解

为数字农业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等。

二是产业载体薄弱。现代农业和乡

村产业体系在整体层次上明显滞后于城

市产业体系，存在与现代服务业、先进制

造业的衔接障碍，尚不具备全面导入现代

生产要素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条件。

突出表现在农业生产能力较弱、农产品竞

争力不强、农业产业综合效益不高等。

三是要素支撑不足。新质生产力的

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与农业农村的融合

发展，需要内生的要素投入。然而，符合

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业农村生产要

素存量明显不足，普遍缺乏人才、资金、

技术等重要资源支撑。缘于城乡发展差

距明显的影响，农业农村生产要素整体

上仍呈现外流趋势，进一步制约了生产

力发展的要素供给。

四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突出。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仍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

生产力承载空间，但受制于规模经营方式、

要素配置方式与小散弱分散化经营主体相

互依存，尚缺乏与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

绿色化生产经营机制的衔接路径，不能形

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

五是创新驱动基础不牢。整体上

看，科技要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覆盖广

度和渗透深度较为有限，实现转化的科

技成果应用推广效率比较低。在科技创

新水平较高的种业领域依然存在着生物

育种基础研究不足、关键核心技术能力

较弱等问题，不能有效支撑整个种业原

创性、颠覆性创新突破。

八大措施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农

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需要多措并举，

围绕着破解上述“五大障碍”，《报告》建议

采取如下“八大措施”：一是优化农业农村

创新布局，推进适用性创新和定制化改

造；二是健全农业农村创新体系，推动农

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三是构建新型乡

村生产关系，增强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

力；四是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降低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本；五是夯实农业

农村人才根基，构建乡村全面振兴的人

才队伍；六是建设乡村现代产业体系，加

强乡村全面振兴的产业支撑；七是完善

农业农村创新环境，健全乡村全面振兴

的制度体系；八是促进城乡要素良性循

环，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的要素供给。

《报告》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需要重点考虑城镇化的潜

力、各地各类城镇的功能、城乡两栖人口

长期大规模存在、村庄减少和集聚搬迁

大势所趋等关键问题，坚持渐进推进，统

筹城乡人口发展与城乡发展，尊重城乡

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坚

持人本推进，统筹城镇化、市民化与城乡

两栖。同时，坚持分类推进，统筹各类城

市、县镇、村庄发展。

关键所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统筹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

在。”与会专家表示，新阶段市民化仍面

临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地方

政府对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和激励效应不

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不足和城

市融入水平较低等问题，需要坚持“目标

确立、分类施策、逐步推进、城乡联动”的

基本思路，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供给，提高

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水平，完善农村权益

流转与退出机制，重视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与技能培训，增加城市的包容性。

《报告》提出，解决乡村产业就业人

员数量持续下降、科技支撑有待加强、种

粮收益持续下滑、发展基础薄弱、发展环

境约束以及发展同质化现象等问题，需

要进行系统谋划，在完善乡村产业发展

政策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科技引领

作用，增强农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按照

梯次推进方式，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

体系，并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做大做

强优势特色产业。当前，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应聚焦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数字

经济新业态等重点领域，在数字要素使

用、全产业链建设、关键技术突破、科技

体系完善、产业组织创新、高素质劳动力

培育等方面明确推进路径，围绕理念、管

理、财政、补贴、改革五个方面完善保障

措施，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

生产关系，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 张守营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4》为我们描

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更强调

了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度融

合，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乡村振兴，核心在于人的转变。新

质生产力的引入，让农民不再是简单的

土地耕作者，而是成为掌握现代科技、拥

有创新精神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他们利

用无人机、智能农机等现代化设备，解放

了双手，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让土地产

出更多的价值。他们通过电子商务平

台，将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了

收入的多元化。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

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激发了他们建设家

乡的热情和动力。

乡村振兴，基础在于产业的升级。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农村产业结构

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绿色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这些产业不仅为

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农

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

产业的多元化，让农村不再是单一的粮

食生产地，而是成为集生产、生活、生态

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

乡村振兴，难点在于创新的驱动。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

支撑。我们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这不

仅需要科研机构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广

大农民的积极参与。通过科技培训、技

术指导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科技素养，让

他们成为科技创新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乡村振兴，目标在于全面的进步。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度融

合，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更是生

态环境的改善、公共服务的提升、乡风文

明的进步。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

重生态保护，让绿水青山成为农村的底

色；我们要提升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

共服务水平，让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

等的服务；我们要培育文明乡风，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

面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我们还

需正视现实中的挑战。当前，新质生产

力与农村发展之间还存在认识误区、产

业载体薄弱、要素支撑不足等问题。这

就要求我们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推动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

农民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形成推动乡村

振兴的强大合力。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

为引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携手共进，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共创乡村美好未来。

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手记

让新质生产力为农村发展插上翅膀

炎炎夏日，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紫云山之畔的浦源镇浦源村气候宜人，一湾清溪依山势蜿蜒穿村而过，溪中近万尾五彩斑斓的

鲤鱼悠然自得，惬意生长，故而得名鲤鱼溪。时值暑期旅游旺季，浦源村内游人络绎不绝，溪中鲤鱼闻人声时聚时散，妙趣横生，

引得游客们驻足观赏，啧啧称奇。图为浦源村百亩荷花塘及村内古建筑群。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