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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王金涛 赵宇飞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携手努力不断描

绘的高质量发展“工笔画”上，中国和新加坡

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23 日开幕的 2021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再传好消息：中国

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正从基础设施建设和物

流信息流联通，向金融合作领域深度拓展。

打造联结“一带”与“一路”的陆海新通

道，构建中新跨境融资通道，打通中新国际数

据通道……6 年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探索

国际合作新模式，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为目标，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成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的成功案例。

物流畅通
陆海新通道成“一带一路”联通
生动写照

重庆团结村站，“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地标。

巨臂起舞，货柜如山，铁轨交错，车流如

潮。“一带”与“一路”在这里牵手———

一列列中欧班列从此出发，向西驶向欧

洲；一列列陆海新通道班列也从此出发，向南

通达东盟国家。

疫情期间，陆海新通道开行量实现逆势

上扬。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数据显示，今

年 1 至 10 月运输箱量同比增长 68%，货值同

比增长 44%。

陆海新通道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主要

成果之一。而仅仅 4 年前，中国西部和东盟国

家间的物流状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大部分货物只能先向东运至沿海地区，

再转运到东南亚，动辄近两个月；从东南亚进

口的农副产品，经常因运输时间过长而发霉

变质……

改变，发生在 2017 年。在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框架下，西部相关省区市与新加坡等东

盟国家合作打造全新的国际贸易物流通道，

即陆海新通道。

它以重庆为运营中心，合作范围覆盖西

部地区，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

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东盟国

家，进而通达世界各地，物流时间比传统东向

出海通道大幅缩短。

目前，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国际铁

路班列、跨境公路班车三种物流形态均已常

态化运行，目的地已拓展至 106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11 个港口。

陆海新通道，助推中国西部进一步融入

全球产业格局———

依托这条快捷的新通道，重庆小康集团

在印尼投资建立汽车智能制造基地，2018 年

正式投产和批量销售。

“从川渝地区到雅加达，陆海新通道比传

统江海联运节约 20 多天，交付时间大幅缩

短，降低了运营成本。”重庆小康集团进出口

公司总经理张兴燕说。

陆海新通道，为东盟国家架起抗击疫情

的“生命通道”———

今年 6 月，满载口罩、隔离衣、防护服等

抗疫物资的跨境公路班车，从重庆出发经云

南磨憨口岸抵达老挝万象，为老挝抗击疫情

提供物资支持。此前，陆海新通道也为新加坡

等东盟国家送去防疫和生活物资。

陆海新通道，疫情期间在维护全球供应

链安全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韩国三星、法国迪卡侬等外企在东南

亚生产的电子产品、服装出口欧洲遭遇海运

难题时，国际铁路班列将货物从越南先运至

重庆，再搭乘中欧班列前往欧洲。

“无论在合作抗疫，还是推动经济合作方

面，陆海新通道都展示出了它的标杆作用。”中

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说，这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生动诠释。

金融合作
为“一带一路”注入资金活水

陆海新通道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国和新

加坡双方强大的金融支持。中新金融合作，正

在为“一带一路”合作方注入资金的活水。

中新各方已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金

融服务平台，为通道上的物流、贸易、制造企

业提供便利化和低成本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除了改善通道基础设施外，还

将借力金融科技提供增值服务，比如为货运

商提供快捷便利的贸易融资和保险服务，提

升通道数字化水平等。”本届中新金融峰会

上，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部长、内政部第二部

长杨莉明视频致辞时说。

全国首单非银金融机构借款及结汇项目

落地；跨境债权转让、跨境资产转让业务试点

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开展；美元狮城债券、境外

人民币债券、辐射西部的双币种内保外债、

“再保理”跨境融资等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

实现首单突破……

“中新双方共同出台包括跨境投融资、跨

境人民币等方面 72 项创新政策，落地中新金

融科技投资基金等 49 个重点项目，形成跨境

资产转让业务试点等 24 项创新案例。”重庆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阮路说。

本届峰会发布数据显示，中新跨境融资项

目加权平均综合融资成本低于境内 1.03 个百

分点，推动重庆跨境融资累计逾 155亿美元，

辐射带动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 10个

西部省区实现赴新融资超过 57亿美元。

中新金融合作并非中国单方受益，也让

新加坡金融机构共享市场机遇。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引领下，19 家新加

坡金融机构陆续落户重庆。“中国是我们重要

的战略市场，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已决定长

期深耕中国市场。”新加坡星展银行重庆分行

行长黄楠说。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孟文能说：“过去 6
年，重庆和新加坡通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强化

了中国西部与东盟面对面的金融互联互通。”

开拓创新
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借鉴

近期举行的一场中新农特产品直播推介

会上，两国企业都向对方详细介绍特色产品。

目前，双方正搭建贸易合作平台，计划一年时

间促成重庆、新加坡及东盟参与企业达到

200 家。

如今不只是农产品领域，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合作领域正不断拓展———

信息通信领域，双方合作开通中新国际

数据通道，提供跨境数据传输安全、远程医疗

等服务，合作探索智慧城市应用场景。

航空产业领域，双方加密“重庆—新加坡”

航线，规划建设航空产业园，打造集航空维修、

物流、培训、金融于一体的航空产业集群。

人才交流领域，双方推动干部培训合作，

开展高级技能人才师资及管理者培训。

社会民生领域，双方推动新加坡莱佛士

医疗集团在重庆开办国际医院，合作打造“惠

游重庆”服务平台，为游客提供智能便捷的旅

游服务。 咱下转 P2暂

中国制造业
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
■ 祝嫣然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自 2010 年

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

一，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今年 9 月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2012 年到 2020 年，我国工

业增加值由 20.9 万亿元增长到 31.3 万亿元，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由 16.98万亿元增长到 26.6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 22.5%提高到近 30%。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为增强国家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世界制造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肖亚庆说。

当前，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

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

我国工业拥有 41 个大类、207 个中类、666 个

小类，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在

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40%以上产品的

产量世界第一。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

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

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

品牌走向世界。

产业结构也在加快转型升级。高技术制

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的 9.4%提高到去年的 15.1%；装备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8%提高

到 33.7%，2020 年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 70%。

与此同时，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

艺广泛应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十二五”大

幅下降的基础上，“十三五”进一步下降 16%。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重点领域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由 2012 年的 24.6%提高到

2020 年的 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

率由 48.8%提高到 73%。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撰文分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既是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客观要求。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转变，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世界经济数字化发展、数字化转型是大趋

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确实是关系到生存和发

展的“必修课”。肖亚庆表示，一方面，推动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全流

程、全领域深度应用，培育发展网络化研发、个

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

“另一方面，加快 5G 网络部署，构建基

于 5G 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培育壮大人

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产业。这里包

括网络安全，这也是一个大领域，将引导信息

通信业持续健康发展。”肖亚庆说。

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制造

业企业 500 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从

2012 年的 19.7 万亿元、21.7 万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9.19 万亿和 37.4 万亿元；最新发

布的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

企业有 73 家入围，比 2012 年增加 28 家，增

幅非常大。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也十分活跃，专业化

水平持续提升，已培育 4 万多家“专精特新”

企业、4700 多家“小巨人”企业、近 600 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显著

增强，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

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 2012 年翻

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 张莫

不论是覆盖地区、应用场景，还是钱包开

立数量，数字人民币试点目前呈现“全面开

花”态势。最新数据显示，数字人民币个人钱

包累计开立数量已经过亿；数字人民币北京

冬奥试点场景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北京赛

区受理环境建设工作正加快推进；张家口赛

区冬奥安保红线内支付场景基本全覆盖。应

用场景也向纵深推进，除了日常生活消费场

景之外，数字人民币将首次扩展到证券行业

等领域。

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数字人民币

试点推广更加“纵深化”，重点场景拓展愈发

深入，让外界对其全面应用有了更多想象空

间。展望未来，数字人民币受理环境建设、安

全和风险管理机制、监管框架等仍有待进一

步完善。数字人民币作为金融公共基础设施

的开放性以及作为新一代支付工具的先进性

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领先性，也需要真正获得

市场和用户的认可。

数字人民币推广的全面提速有数据印

证。一方面，数字人民币覆盖的用户主体、开

立的个人钱包的数量不断上升。截至今年 10
月 22 日，已经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 1.4

亿个。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类型更

加丰富，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

350 万个。“当前数字人民币零售应用场景已

呈现‘全面开花’之势，不仅在政府类、公共事

业类支付项目上高歌猛进，对于百姓衣食住

行乃至文化娱乐等商业场景的覆盖度也快速

提升，同时呈现线上线下互相结合、B 端 C 端

彼此促进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政法大学法

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车宁表示。

以冬奥场景试点为例，作为数字人民币

研发试点和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场景试点正稳妥有

序地推进。记者获悉，在北京赛区，受理环境

建设工作正加快推进。其中，冬奥组委园区内

场景已全部完成，冬奥安保红线内数字人民

币受理环境建设与场馆建设同步推进，冬奥

安保红线外交通出行、餐饮住宿、购物消费、

旅游观光、医疗卫生、通信服务、票务娱乐等

七大类场景实现全覆盖。在张家口赛区，冬奥

安保红线内支付场景基本全覆盖。已建成场

馆的 5 个支付场景 100%落地；未建成场馆的

14 个支付场景已 100%签约，其余 30 多个在

建场景已完成商户 100%对接。冬奥安保红线

外各场景正稳妥推进。

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也有

望首次扩展到证券行业。北京证监局、北京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日前公布首批拟纳入资本市

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的项目名单，其中包括

银河证券和工商银行联合推出的“证券行业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创新试点”。该方案围绕

用户购买金融服务、购买理财产品的实际需

求，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征，设计了“数字人

民币购买付费金融服务”“三方存管体系下数

字人民币投资场外理财产品”及“数字理财钱

包体系下数字人民币投资场外理财产品”三

种证券行业应用场景。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

深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该项目发挥出了数字

人民币在资金流转中安全可追溯的特性。数

字人民币的试点朝着更深层次推进，赋予数

字人民币应用更多的想象空间。

王蓬博也表示，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正式

迈入“纵深化”的全民普及阶段，通过联合地

方政府不断发红包带动用户下载和使用，依

靠银行和收单机构做好数字人民币的线下推

广和设备改造调试，数字人民币“全民测试”

已经实现目标。车宁也表示，伴随着试点城市

和白名单用户的持续扩容，从大型商业银行

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再到地方性银行，从大

型互联网平台到专精特新科技企业，从场景

运营方到技术提供方，数字人民币已然构建

起可观的生态结构。

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数字人民币从试点

到正式推出，仍面临多重挑战，最重要的是进一

步完善受理环境和改善用户体验，从而让用户

把数字人民币真正“用起来”。 咱下转 P2暂

数字人民币试点呈现“全面开花”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