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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个重要节点，即2001年12
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入世”，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门越开
越大，并从中获益良多。短短 20余年间，中国货物
贸易总额增长了 11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
国、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近30%。

但其实在这之前，就有一批重庆民企开始探索
国际市场。比如，上榜2023重庆企业100强的重庆
美心集团，早在 2000年，就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投
资百万美元拿下一个门店，开启了国内企业在此开
店的先河。经过多年发展，美心集团如今已在20多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布局。

前有拓荒者，后有跟随者。近年来，重庆抓大
开放促国际化，加快形成“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的战略性枢纽。重庆民
企中的一些“后起之秀”，也努力跟上“走出去”大队
伍的步伐。

比如，目前重庆市值最大的民营企业智飞生
物，就在加速推进其国际化布局。今年上半年，其
自主研发的四价流脑多糖疫苗取得乌兹别克斯坦
注册证，并与印尼某公司就新型结核杆菌疫苗产品
的国际市场合作签署了备忘录……

又如，赛力斯集团与马来西亚双威集团签订了
3年 5000台新能源汽车战略合作协议，价值 1亿美
元；重庆美迪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清安储能技
术（重庆）有限公司分别在越南、新加坡投资1000万
元建厂……

重庆民企的“走出去”之路，正是在这种前赴后
继中，越走越宽，越走越坦。

市商务委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
近年来，重庆民企开展国际贸易的活力不断增强，
全市开展对外贸易的民营企业数量，从 2017年的
2374 家增长到 2022 年的 3324 家，进出口规模从
1251.2亿元增长到3741.1亿元。

与此同时，通过对外投资，重庆民企带回了新
能源汽车等近百项先进技术，以及锰、铝等矿产资

源。2022年，全市60余家民营企业的海外公司实现
盈利，贡献净利润超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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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重庆民企的“走出去”之路正一路向
上，一路向前。但若环顾四周就会发现，这份成绩
单也稍显不足。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重庆民企还存在主体不
多、规模不大、竞争力不强等“短板”。

从开展外贸的企业数量和进出口规模来看，今
年上半年，广东的两项数据是 10.8万家和 2.3万亿
元，浙江是8.8万家和1.88万亿元，重庆与两位“尖子
生”相比，不在一个等级；从外贸规模占当地外贸总
值的比重来看，今年上半年，浙江的数据是 79.7%，
重庆2022年的数据为45.9%，仍然相差较大。

这些扎眼“单科成绩”的形成，固然有各地内在
经济结构不同的原因。但我们面对差距，仍需放下
借口，奋力前行。

从政府层面来说，既要有“店小二”的服务意
识，也要有“娘家人”的“护短”意识。

首先，要加大国际化管理人才的培养。一直以
来，制约重庆民企“走出去”的一大障碍，便是语言
不通、律法不通。这方面教训深刻，重庆民营经济
发展史上，就曾有一些企业因不懂他国法律，在对
外合作中被大量吞噬资产，留下一堆负债。

要避免悲剧重演，相关部门组织就要行动起
来，借助“两送一防”等行动的开展，助力企业对接
国际标准和通行规则，培养国际化管理人才，补齐
走向国际化的短板。

其次，牵线搭桥组团“出海”。面对陌生的海外
市场、不同的法律体系和贸易规则，更需要由政府
这个“娘家人”担任“船长”，组织大家结伴出行，共
寻国际商机。

对全体重庆民企而言，政府部门也要加强引
导，助力民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加快探索“产业大
脑+智能工厂”的发展路径，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博弈，提升自身的含金量和含“新”量。对上榜
2023重庆民营企业 100强的企业来说，政府部门同
样要引导它们发挥好行业龙头企业“头雁作用”，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有力带动产业集群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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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民企“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作
用固然不可忽视。但从企业层面来讲，也要以“二
次创业”的精气神，在国际市场中谋得一席之地。

擦亮眼睛，看清大势。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只有看清形势，顺应趋势，发挥优势，
企业的对外投资才能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

重庆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顾问、重庆理工大
学副教授蔡宁敬认为，重庆民企一旦选择“走出去”，
方向的选择就需慎之又慎。可优先考虑“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在政局稳定、有消费能力的市场中作
为。同时，也可站在央企身后跟进，减少自身风险。

“入乡随俗”，打成一片。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重庆民企进入国际市场，就要说人家的语言、守
人家的法律、学人家的习俗。前几年，重庆一家制造
业企业前往南美洲投资，就是因为没做法律尽调，导
致合资公司在管理上“水土不服”，造成较大损失。

上海中联（重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彦建议，
重庆民企在境外投资前期，要充分利用好商务部的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交易架构，进一步详细了解当地的法律、商务、
人文环境。

适销对路，找准市场。贸易全球化的一大特
点，便是互通有无——可能某个领域在国内已是

“红海”一片，但在国外却是市场“蓝海”。
重庆市国商西非经贸投资促进中心秘书长韩

非建议，汽摩、手机、电脑等产品在非洲市场有很大
潜力，重庆可利用好这方面优势，抓住非洲 14亿人
口的市场规模，在保证东盟、欧美等地区贸易存量
的基础上，利用“一带一路”优势，积极开拓市场增
量，实现精准销售。

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是国家繁荣
发展的必由之路。

重庆发挥民企的对外投资主力军作用，既“走
出去”也“引进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
济，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合作，为新重庆建
设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让“后卫”变“前锋”。

据重庆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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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条“路”，铺得更宽更远。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从

古代丝绸之路沟通亚欧大陆，再到现在的“一带一
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共享，无不说明人类的发展
进步需要互帮互助、互通有无。

十年来，不靠海、不沿边的重庆，一直在为打破
山海阻隔而努力。

向西，重庆在全国率先开行中欧班列（渝新
欧），已累计开行超1.4万列重箱折列；向南，推进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内陆地区“一带”与“一路”
战略闭环；向东，建设长江黄金水道智慧物流工程，
通江达海，串联世界最大的内河经济走廊；向北，常
态化开行“渝满俄”班列，串联中蒙俄经济走廊……

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到优化贸易规则的
“软联通”，重庆均取得了累累硕果。未来，我们应
如何让这条“路”越来越宽广？

继续推进对外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认为，首先要着眼大
通道大枢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比如可加快在渝
西地区谋划打造南向开放新枢纽，新布局一批海外
仓和海外分拨中心，以提升重庆对外开放大通道的
承载能力。

提升通道运营效能。要想提升通道对产业发
展的赋能，刘玮认为，重庆需统筹东南西北4个方向
的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建立与中欧班列、长江黄
金水道、国际航空等通道的高效协同衔接，提升重
庆国际通道多式联运服务水平。

探索陆路贸易规则，让贸易通关便利化。通关
便利化的程度，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效率。重庆
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副总经理韩超认为，未来重庆还
需继续加强政策、规则的“软联通”，促进贸易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

韩超建议，重庆可继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加
大铁路信用证向更多货物品类、金融主体推广力
度，推动形成标准化贸易规则体系；统一铁路运输

标准，协调国铁集团允许运输新能源二手车和压力
容器包装药品；打造“跨境易货”“易货+保税”等贸
易场景，构建新型易货贸易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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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条“路”，越来越开放。
开放平台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重庆的对外开放平台越
来越多，对重庆提升城市影响力，有着较大的帮助。

2015年 11月，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户重庆；
2017年 4月，重庆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2018年 5
月，“渝洽会”更名为“西洽会”，上升为国家级展会；
2018年8月，重庆成为智博会永久举办地。此外，重
庆还拥有西部首个国家级开发新区——两江新区，
西永、江津、永川、万州、涪陵等多个综合保税区……

一个个开放平台，也成了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我们应如何继续打造好这些平台，让这条

“路”越来越开放？
重庆工商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黎认为，

重庆可从提升创新驱动力、加强开放平台协作、完
善开放制度规制体系等方面提升开放平台的能级。

让创新成为最澎湃的动能。比如，可以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大力引进创新资本、建
设科研平台、引入创新人才，完善人才评估管理制
度。从资本、平台、人力、制度等四个方面全方位发
展，放大“通道+物流+贸易+产业”联动效应。

凝聚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未来，重庆需加快
各开放平台的协同发展。比如可持续深化拓展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推进枢纽港产业园建设，加
快打造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充分发
挥包括自贸试验区、综保区、保税物流中心在内的

“1+6+4”开放平台体系的协同作用，强化“平台+通
道”功能叠加优势，做大做强“保税+”新业态。

完善开放制度规制体系。拓展贸易制度“创
新”范围，以点带面推进重庆市场化制度创新；提升
投资制度“适配”程度，完善“引进来、走出去”的双

向投资适配政策体系；强化管理制度“融合”程度，
协同共建区域统一市场管理规则，带动成渝地区乃
至西部统一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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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条“路”的经贸合作更加繁荣。
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致

力于缩小发展鸿沟，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十年来，重庆大力促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贸易往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2022年，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

易额达到 3331.4亿元，十年间年均增速 9%。同时，
重庆自2013年以来，累计吸引外资293.5亿美元，还
吸引 319家世界 500强企业进入重庆。今后，重庆
应如何让这条“路”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

巩固自身产业优势。巩固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贸易优
势，将为重庆打造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提供重要动能。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黄庆华认为，想要巩固我们的产业贸易优势，
一是应紧密结合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点学科，
面向全球引进世界级领军人才及团队，加快集聚战
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二是要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比如重庆可拨出专项资金用于科技创
新，并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科技领域的投资；
三是要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强产业集聚区建
设，促进不同产业环节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提高整体竞争力。

提升贸易能级。重庆社会科学院国际经贸与
物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晓燕认为，可汇聚相关
专业资源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特别是东盟市场
的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超市。

同时，发挥涉外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共
建“一带一路”交流合作平台，利用商协会平台推
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商会会
员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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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条“路”助力发展新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取得了巨大

成就，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未来，重庆应如何开启国际合作的新篇章？马

晓燕认为，可聚焦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交往格局。重庆可通过

拓展国际朋友圈，以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首
先要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总体布局，深度参与
中国—东盟、中俄等多双边合作机制，积极参与中
非合作论坛峰会、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机制框
架下的各项活动，助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建设。

同时，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积极争取更多国
家主场外交活动落地重庆，充分发挥使领馆、友城、
国际组织等桥梁纽带作用，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打
造城市交流品牌。

深化多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比如在经贸方面，
积极推动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构建安全高效、分
工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在科技交流方面，共
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一带一路”国
际技术转移中心，高标准办好“一带一路”科技交流
大会；在国际人文交流方面，要联合开展特色海外
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优秀文化、文学作品、影视
产品“走出去”。

加快建设对外交往载体。可打造中国与欧洲
开展投资贸易和科技合作的重要载体，用好中新
（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合作机制，让重
庆与世界深度接轨；另外，还可以高标准举办常
设性国际重点展会，依托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优
势，培育一批专业展会，提升国际资源要素链接
能力。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为山城带来了无数的发
展机遇，让世界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重庆。

下一个十年的金色篇章该如何书写？未来可
期，就让我们这座城市以实践作答。 据重庆瞭望

这条“路”，未来重庆这样走
大道如砥，前路可期。
10月17日至18日，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共建国家再次聚首古都北
京，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
展之道。

共建“一带一路”承托
着共建国家繁荣发展的美
好愿景，已走过了第一个
蓬勃的十年。过去，重庆
以开放通道为媒介、以开
放平台为载体，聚产业兴
经济，努力在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起点新征程新使
命，展望未来，重庆要怎
样继续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又应从哪些方面
发力？

重庆民企如何借“路”出海？
10月 18日，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
讲中指出，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
“后卫”变成“前锋”，沿海
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
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
的联系更加紧密。

重庆虽然深处内陆，
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联结点，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
金水道等在这里交汇，实
现了从“后卫”到“前锋”的
转变。

近年来，重庆在全力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中，积
极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
其中，民营企业发挥了对
外投资主力军的作用。

当前，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重庆
应如何助力民企扬帆出
海、“留洋”赚外汇？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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