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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筲超市开张，立足小问题满足大需求 筲稠油专店，解得稠油几多“愁”筲高端定制，难度有多高能耐就要有多大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董雪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走势低迷；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步伐深入。

2020 年，对中国制造而言并不寻常。

难，是普遍的感受。迎难而上，是共同的

选择。

记者赴多地调研发现，积极应变、主动求

变是很多制造企业的真实写照。应对挑战的

过程中，中国制造不断夯实基础，危中寻机，

向高质量转型的步伐更稳健。

压力重 但向好势头在显现
“一些在制的订单‘半路停工’，有些零散

订单直接作废。”风险挑战，让心愿家纺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华一度“很焦虑”。创业 22 年，

心愿家纺为众多国际品牌代工，大风大浪都

经历过，今年却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

自救迫在眉睫，杨华下决心改造流程，将

出口转内销。企业与苏宁合作，用大数据“指

导”设计、制造与销售，新研发的“抗菌被”在

“618”期间销量大涨。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国际分工与生产

的节奏。国际市场低迷，全球产业链波动，压力

大是企业的共同感受。提速本地配套、努力开

拓市场，风险挑战面前，中国制造在积极应变。

约 2.6 万家外贸企业走上“云端”，“网上

广交会”展示出别样的“人气”；“618”期间，淘

宝直播场次同比增 123%，巨大流量背后有着

制造企业努力上“云”的身影……

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

数分别比上月上升 0.7 和 0.5 个百分点；5 月

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6%……一系列数

据印证了制造业稳步恢复的势头。

“既要对风险有清醒认识，也要坚定信心

前行。”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认为，复工

复产步伐加快，宏观政策持续显效，制造业发

展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企业的压力正在缓

解，中国制造向好势头在显现。

挑战大 更有机遇蕴藏其中
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疫情倒逼和生存压力让许多传统产业意

识到，智能化是关系到生存方式和发展质量

的头等大事。努力把握数字化机遇，是很多企

业的主动选择。

屏幕上订单、物料等信息实时更新；云平

台对生产状况、质量等可视化监控……合肥

联宝科技车间，从零部件加工到电脑组装都

充满了智能的气息。

联宝科技 CEO 柏鹏说，借力数字化，企

业累计出货量大幅增长。下一步，还要将智能

管理延伸到整个产业链。

依靠电力大数据，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分

区域、分产业、分企业摸排，锁定“断点”助力

产业链复工；京东数科发布大宗商品产业数

字化解决方案，提升效率和安全……有关实

践正在展开。

“人工智能已初步证明了对所在行业的

颠覆和重构潜能。”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说，“新

基建”将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能源等领域应

用，大幅提升效率，带动经济发展。

越是面对不确定性，越要练好自身本领。

坚定创新是疫情带给企业的又一启示。

从根植材料研究、发起对熔喷布创新到

参与儿童口罩标准制定，创业十余年，蓝禾医

疗把小小的口罩做出了“门道”。疫情带来需

求高涨，蓝禾凭借过硬产品抓住“风口”，出口

同比增长 50 倍。“今天有快速扩张，明天就有

大浪淘沙。”公司董事长曹军说，企业还要向

关键材料不断“进军”。

凭借对通信、影像等技术以及产业链的

布局，vivo 截至今年 5 月已推出超过 10 款

5G 手机。未来将持续发力关键技术，推动标

准制定。

制造业投资降幅收窄的同时，1 至 5 月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7%。数字背后

是市场的复苏和创新的跃动。

“中国制造的转型不是‘渐次升级’，而是

新的‘跃迁’。”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朱恒源说，让技术用起来、应用跑起来、产

业链完善起来，中国制造将在全球制造格局

重塑中站上新台阶。

强基础 奋力开拓新空间
高度重视因疫情而暴露的风险隐患，筑

牢基础、补齐短板，是应对风险的关键之举，

更是赢得主动的重要手段。围绕“强基础”，一

系列行动正在展开。

“我们优先对配套企业付款数亿元，做好

协同复工的同时加大本地配套。”中国一重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文俊说，一重本地配

套比例已由原来不足 20%提升至 52%，下一

步将协同上下游稳住产业链。

产业链供应链稳，制造的基础更牢。今年

以来，围绕抓“六保”促“六稳”，我国推出包括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内的一系列举措。

工信部全面梳理重点领域龙头企业及核

心配套企业名单；八部门推出供应链创新应

用试点；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一系

列措施相应展开。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6 日，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分别

为 99.1%和 95.4%。监测显示，131 家龙头企

业共带动上下游约 60万家中小企业复产。

产业链要安全高效，工业与信息化的基

础更要打牢。

在完成内存芯片自主制造后，位于安徽

合肥的长鑫存储不久前实现产能突破。围绕

“芯屏器合”的产业战略，合肥也成长为集成

电路产业重点发展地区，拥有集成电路企业

超过 250家，年产值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基础工艺是工业发

展的底气。不久前，工信部批复组建国家集成

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创新中心。2016 年

至今，我国已论证通过和启动建设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十余个。加强基础创新，中国制造

步伐更稳健。

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夯实数字基础的部署正

在展开。

黄利斌说，工信部将围绕筑牢产业基础

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出台具体措施，促

进更多资源要素向制造业聚集，助力中国制

造开拓更广阔空间。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
首批过会企业出炉

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后的首次上市委审议

会议结果 13 日出炉，创业板上市委认为北京

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康泰医学

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龙利得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家发行人的首发申请以及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的申请均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

这意味着，上述 4 家企业的 IPO 申请及

再融资申请顺利过会，其中，青岛天能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的发行可转债申请，是注册制下

A 股市场首单通过的再融资申请。 渊欣华冤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持续上升

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以

2014 年为 100，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经济

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 124.8、159.1、204.1、
269.0 和 332.0，分别比上年增长 24.8%、

27.5%、28.3%、31.8%和 23.4%。

为动态监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变动情

况，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测算了 2019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并根据最新资

料和口径修订了 2015 年至 2018 年历史指数

数据。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包括了网络经济、

创新驱动、经济活力、知识能力、转型升级 5
个分类指数。

统计显示，2019 年，各项分类指数与上

年相比均有提升。其中，网络经济指数比上年

增长 42%，对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的贡

献率为 80.5%。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闾海琪

分析，结果表明，2019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

能继续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加

快成长，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有力推动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 渊陈炜伟冤

填补区域特种船舶生产空白

德赛船舶制造项目
落户天津港保税区

记者 14 日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获悉，

旨在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垫船、

军民融合特种高速船、水翼艇、冰区极地救援

装备及其他新特异海洋工程装备生产基地的

“德赛船舶制造项目”已落户天津港保税区。

该项目是由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赛国际”)投资设立的天津

精艺新特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艺

新特”)完成。

德赛国际主要从事海工产品开发与投资

及项目总包。先后设计并投产世界首座动力

定位作业平台(QMSConstructure)、世界首座深

海抗台风养殖平台(德海 1 号)、中国国内首座

拼装式自升平台(中国电建平台 01)、中国国

内首艘三体观演船(蟠龙湖 01)、国内首艘智

能海洋牧场守护船(正海 02)等产品，由其自

主研发的“拼装式打桩平台”、“自航多功能作

业平台”、“多用途滚装船”已远销中东、东南

亚、非洲等地。

据悉，精艺新特落户后将主营气垫船、消

波三体船、水翼艇等高速及高性能船舶制造

业务，并在临港区域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智能气垫船、军民融合特种高速船、水翼

艇、冰区极地救援装备及其他新特异海洋工

程装备生产基地。该基地将分两期进行投资

建设，达产后气垫船预计年产 30 条、特种用

途船预计年产 5-10 条、海洋平台预计年产 2
座。 渊张道正冤

■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李慧颖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贸易遭遇“寒

流”。14 日出炉的中国外贸“半年报”，却从多

个方面释放难能可贵的暖意。

海关总署当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4.24万亿元，同比下降

3.2%，降幅较前 5个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6 月

当月，进出口增速实现年内首次双双“转正”。

中国外贸，呈现迎难而上、逆风飞扬之势。

政企联动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菲律宾、缅甸的订单已经出了货，俄罗

斯的单子这两天也在准备发。”四川嘉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友最近忙得很，公司生

产的摩托车在海外卖得不错，虽然前期因为

疫情耽搁了大约两个月，但上半年产销量都

实现了 14.55%的增长。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随着复工复产达产

持续推进，中国外贸企业从“硬着头皮干”转

向“铆足劲头干”。

数据可以佐证。海关统计显示，二季度中

国外贸进出口 7.67 万亿元，同比下降 0.2%，

较一季度 6.4%的降幅显著收窄。而纵观上半

年，作为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民营企业进出

口 6.42 万亿元，增长 4.9%，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 45.1%，比去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

“即便是在停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停

工，而是在研究市场、研究产品，在搞创新，市

场一旦好转，我们的产品立马可以抢占先

机。”袁志友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企业逆势

上扬的“秘诀”。

企业“卖力”，政策“给力”。今年以来，中

国在增加外贸信贷投放、加大出口信用保险

支持、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出口转内销等

方面接连推出务实举措，全力以赴支持外贸

企业保市场、保订单。

“上半年我们出口同比下跌了 30%，但目

前销售已经复苏，订单排到了 9 月份。”长期

从事家具贸易的福建好事达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吕仲琦告诉记者，政府出台一系列减税

降费举措，切切实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不失时机挖掘跨境电商等新业
态发展潜力

近年来，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外贸新业态

中的“尖子生”。疫情之下，跨境电商凭借其线

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和交易链条短等优势，

成为稳外贸的“轻骑兵”。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关跨境电

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 26.2%，其中，出口增

长 28.7%，进口增长 24.4%，远高于外贸整体

增速。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司司长李魁

文介绍，今年海关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

品退货监管措施，解决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

货难”的问题，全力支持跨境电商出口企业

“卖全球”。

就在 7 月 1 日，北京、天津、南京等 10 个

海关正式开展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B2B）出

口试点，增设“9710”“9810”两个出口监管代

码，企业可以享受一次登记、一点对接、简化

申报、优先查验、允许转关等便利化措施。

仅试点第一个星期，10 个试点海关就验

放了跨境电商 B2B 出口报关单和申报清单

26.6 万票，货值 2.5 亿元。

另一种外贸新业态———市场采购贸易，

同样表现不俗。上半年，我国市场采购贸易出

口增长了 33.4%。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庄

芮注意到，上半年我国防疫物资和“宅经济”

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

出口增长 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

器械出口分别增长 23.6%、46.4%，“宅经济”

消费提升带动笔记本电脑、手机出口分别增

长 9.1%、0.2%。

“经济新业态与贸易新业态紧密关联。”

她说，“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继续挖

掘外贸新业态的发展潜力，让新业态在稳外

贸中发挥更大作用。”

稳外贸仍需加力
虽然呈现积极迹象，但还不是乐观的时

候。

世界银行 6月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

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5.2%，是“二战以来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

年全球经济下滑 4.9%。世界贸易组织早些时候

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 13%到 32%。

6 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显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2.6%，进口

指数为 47.0%，虽然环比有所提升，但仍位于

临界点以下。

应该看到，眼下一些国家逐步“解封”，但

疫情仍处于全球蔓延扩散态势，叠加经贸摩

擦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高企，中国外贸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越是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越要坚定

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要着力打造国内循

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部分外贸企业向记者表示，国家近期多次

在出口退税、信贷、保险等方面作出惠企部署，

希望好政策尽早落地，让企业更有获得感。

“我国外贸发展韧性足、回旋余地大。”李

魁文说，随着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效应持

续释放，我们有信心稳住外贸基本盘。

迎难而上 逆风飞扬
———上半年中国外贸形势观察

压力挑战下 中国制造如何逆势突围
———上半年制造业走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