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2022年2月9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谭 梅 7专刊副刊中心主办 邮箱：qhrbjjzk@163.com 热线电话：0971-8457887

2021 年，青海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额 31.3 亿元，同比增长 36.4%，增速位居

全国第 5 位。其中出口 17 亿元，同比增

长 38.9% ，增 速 位 居 全 国 第 4 位; 进 口

14.3 亿元，同比增长 33.6%，增速位居全

国第 7 位……回顾 2021 青海外贸“成绩

单”，“新发展”成为关键词。

据西宁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青海省一般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占

比超九成，一般贸易进出口 30.4 亿元，增

长 36％，占青海外贸总值的 97.1％。

同时，在 2021 年新发展的成绩中，

“首次”、“首列”、“首届”、“前列”也成为

了最瞩目的亮点。

“成绩单”里的含金量

不只是量增，青海外贸在过去一年

里也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

2021 年 12 月 20 日，西宁综合保税区

通过国家验收，实现封关运营，结束了我

省没有高水平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历史，

是我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扩大

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据了解，自 2020 年 8 月 15 日以来，

西宁综保区先后与国内外近 50 家企业

洽 谈 招 商 ，现 已 达 成 入 区 意 向 企 业 16
家，首批 5 家企业已于今年 1 月 16 日入

驻，项目涉及智能电器设备制造、教学设

备研发、保税物流分拨、国际销售服务

等，2022 年上半年可投入生产经营，预计

年内实现进出口总额 25 亿元，占西宁市

进出口总额 80%左右，在服务和带动西

宁市乃至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上将发挥

主引擎作用。同时，积极对接沟通先后

与武汉、南京综保区签署了《合作交流协

议》，在运营管理、平台建设、招商引资等

方面正在开展一系列合作交流活动。

据西宁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彭

峰介绍，今年西宁综保区将继续发挥好

综保区“保税、退税、免税”等功能政策，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引进

来、走出去双向通道，鼓励优势产业、优

势企业和优质产品走出去，携手实现“入

驻园区、商达全球”商业愿景。同时，全

力以赴开展专业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

招商，大力引进市场主体，吸引更多的外

贸企业落户综保区，不断做大做强综保

区发展实力。

过去的一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积极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模

式，提供贸易便利化各项措施，实现外贸

稳 中 提 质 ，保 持 外 向 型 经 济 的 逆 势 增

长。在培育和发展金昆仑锂业等新的外

贸出口企业的同时，稳定青海庆华洲华

国际贸易、青海锂业等重点外贸进出口

企业，2021 年，海西州累计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值 3.23 亿元，同比增长 54.3%，其中，

出口总值 3.07 亿元，同比增长 53.7%，进

口总值 1483 万元，同比增长 67.9%。总

量达到近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同 时 ，海 西 州 积 极 推 动“ 产 业 ＋ 外

贸”融合发展，抓出口基地建设，在成功

获批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的基础上，新获批格尔

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格尔木物流枢

纽 基 地 2 个 省 级 外 贸 转 型 升 级 示 范 基

地，此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2019 年 8 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川工业园区注册成立的招商物产（青海）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有色金属及大宗矿产

品、能化产品的国内外贸易业务，目前，

招商青海物产铝锭贸易量已进入国内行

业前三。自公司成立以来，累计完成销

售收入 543.36 亿元，为地方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据公司副总经理李立新介绍：2021
年，公司按照打造中国“托克”的定位和

年度经营目标，围绕加工贸易、进出口贸

易、传统贸易积极拓展市场，完善业务流

程，严格防控风险，各业务板块齐头并

进，贸易“三驾马车”的格局初步形成。

“2021 年公司累计实现收入 305.9 亿元，

实现利税 2847.78 万元；进口电解铜 600
吨，锌精矿 8.50 万吨，累计完成进口业务

6.75 亿元，同比增长 145%，与布基纳法

索、南非、土耳其、刚果、俄罗斯、印度尼

西亚、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业务不断拓

展，实现了多元化发展局面。”李立新告

诉记者，新的一年，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强

资源、渠道建设能力，提高各业务板块间

协同效益，继续拓展国际贸易、加工贸易

及传统贸易，形成更好的板块增值、循

环、支撑效果，力争大宗商品的进口再上

新台阶。

数据显示：2021 年，南非、秘鲁、日

本、欧盟、东盟为青海省前五大贸易伙

伴，青海对南非进出口增长 10 倍；对秘

鲁进出口增长 1.9 倍；对日本进出口增长

33.1％；对欧盟进出口增长 42.8％；对东

盟进出口增长 33.7％。

“创新高”背后的力量

在全球疫情冲击下，外需增长乏力，

缺芯、缺柜、缺工以及运费、原材料成本、

能源资源价格、人民币汇率上升等问题，

无一不是外贸稳增长的“绊脚石”。

2021 年，青海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

线，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实落细，多措并举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更好激发企业发展

活力潜能，不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打开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21 年，我省完善了促进外贸发展

的系列支持政策措施。加强外贸综合服

务，组织企业参加重点展会，推进“政府+
信保+银行”融资，加快外贸转型示范基

地、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鼓励新业态发

展，帮助外贸企业提升经营能力。建立重

点外贸企业联点帮扶工作机制，“一企一

策”贴身服务；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对

全省 115 家外经贸企业给予疫情特别临

时补助，帮助企业纾困发展，增强企业发

展信心。数据显示，对我省外贸增长贡献

最大的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19.6亿元，增

长 54％，占青海外贸总值的 62.6％，对全

省外贸增长贡献率达82.1％。

2021 年，我省积极协调对接铁路公

司争取运输计划，开行陆海贸易新通道

和 中 欧 、中 亚 国 际 班 列 10 列 。 主 动 作

为，牵头谋划并联合西部五省区召开“中

尼陆路贸易通道合作建设推进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首发面向南亚的公铁联

运国际货运班列，中尼国际陆路贸易通

道 建 设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 。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我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6 家，

注 册 资 本 18.09 亿 美 元 ，合 同 利 用 外 资

9.85 亿美元。全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基

本稳定，对外承包工程逆势上扬，全年完

成营业额 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6%；对

外劳务合作稳中有增，全年累计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 296人，同比增长 4%。

过去的一年，我省 8 个市州均有进

出口业务，6 个市州外贸保持增长。其

中 ，西 宁 市 进 出 口 22.5 亿 元 ，增 长

32.4％ ；海 东 市 进 出 口 3.7 亿 元 ，增 长

19.4％；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进出口

3.2 亿元，增长 54.3％；海南藏族自治州

进出口 1.2 亿元，增长 2.2 倍；玉树藏族自

治州进出口 4605 万元，增长 3.4 倍；海北

藏族自治州进出口 5.7万元。

作为我省对外贸易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力量，近年来，海西州围绕建设国际物

流通道，全力推进格尔木国际陆港建设

工作。及时成立了“格尔木市陆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办公室”，专职开展

国际陆港工作；在格尔木召开中国西部

五省(区)中尼贸易陆路通道合作建设推

进会，成立中尼陆路贸易通道联盟；先后

赴尼泊尔大使馆及甘肃、陕西、宁夏、西

藏等毗邻省区开展调研，深入实地了解

西藏樟木口岸、吉隆口岸基础条件和通

关政策等，洽谈合作项目，达成诸多共

识；积极接洽尼泊尔驻华经济公使来海

西格尔木考察，深度洽谈“两国双园+国

际跨境直通车”、建立保税仓等重大项

目，达成一些合作发展的意愿。

同时，积极落实各项外贸扶持政策，

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2021 年，海

西州共落实外贸专项资金 949 万元，为

全州 20 多家外贸企业争取运输补贴、贷

款贴息、展会、基地等各类补助。

放眼全球贸易伙伴，海西州外贸与

主要经济体持续提升合作面，特别是在

我省举办的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态博

览会期间共达成意向性合作协议 140 亿

元，与蒙古国达成合作共识，全方位推进

与蒙古国的务实合作。

今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外贸企业迎

来诸多利好，青海外贸发展前景更加可

期。而素有“纸黄金”之称的原产地证

书，将成为 RCEP 成员国享受关税减免

等优惠待遇的重要凭证。据我省一家经

营农产品进出口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为海关认定的经核准出口商后，我们

自己在企业端就可以按规定开具 RCEP
项下的出口原产地自主声明，使我们可

以更加灵活安排货物的生产和出口，充

分 享 受 自 贸 协 定 政 策 红 利 。”据 统 计 ，

2021 年，青海省对 RCEP 成员国出口规

模 占 全 省 出 口 总 额 的 24.7％ ，RCEP 成

员 国 进 口 规 模 占 全 省 进 口 总 额 的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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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梅 通讯员 赵显清

记者来到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西

坡村是在一个秋日的清晨。

翻过一道岭后来到了西坡村一大

片较为平坦的洋芋地里，村民赵显福

和陈正顺正组织着一伙人热火朝天地

挖收着洋芋。就见有人驾驶着一辆四

轮拖拉机，拖着“马铃薯收获机”正在

来回奔驰，随着车辙的前行，一行行被

挖翻出来的洋芋密密麻麻地摆在了后

面，人们拎着纤维袋子紧随其后，连忙

拾捡着，不一会儿，一个个装满洋芋扎

好口子的袋子齐刷刷立在了地里……

为了不让村中因村民整体搬迁而

闲置出来的许多耕地荒芜，该村村民赵

显福和陈正顺经过商议后决定联合起

来发展洋芋种植业。于是，2016年 5月

他俩正式申请成立了“海东市乐都区梓

园种植专业合作社”，并购置了部分机

械装置，先后修建了 3座大型马铃薯储

藏窖，储能达 500多吨。合作社发展得

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成为乐

都区农业推广中心的“种薯繁育基地”，

目前，该种植基地已配备了可用来喷农

药、播种、洒肥等作业的无人机、大型农

用拖拉机、土豆收获机、土豆点播机、车

载农药机、化肥施播机等先进机械，种

植总面积超过33.3公顷。

以前，西坡村的山地大部分坡度

大，较斜陡，耕种全靠人畜的力量。好

在数年前当地政府统一组织实施了

“修梯田”工程，将许多斜陡的山地推

整 成 了 平 坦 地 ，便 于 机 械 的 施 展 。

2020 年，该合作社被评为了“省级示

范社”，新增了一些机械装置，这更让

他们如虎添翼！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这

是赵显福的一句口头禅。无论是选种

播种，还是打药除草，从种到收的每一

道程序和环节上他均认真对待，不敢

有丝毫的马虎大意。他不但加强田间

管理，进行自我探索和总经经验，在农

闲之余，还亲自前往省内外的一些先

进示范种植基地参观学习，虚心求教，

取长补短。经过他们精耕细作，采用

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特殊地段上种

植出来的洋芋具有产量高、营养丰富、

体形适中，表面光亮、饱满匀称、口感

香美、含水适中、受虫害少、腐坏率低

等的优质特点，深受其他种植者和消

费者的喜爱。

记 者 跟 随 赵 显 福 来 到 村 口 大 涝

坝旁麦场边上他们的马铃薯储藏处，

目 睹 着 场 上 一 座 座 堆 起 来 的“ 洋 芋

山”和那些高大宽敞窖内整整齐齐码

放起来的饱满“洋芋袋”，记者被眼前

的一派丰收景象所吸引和震撼，而两

位种植主脸上的喜悦之情更难以抑

制。赵显福表示，今年的收成还算不

错，有辛勤的耕耘就有可喜的收获。

据目前的市场行情，他扳着指头粗略

估算了下，待这些洋芋全部售出，除

去一年下来所有的开支后，起码也能

净 赚 30 多 万 ，这 比 外 出 打 工 卖 苦 力

不知要强多少倍！

作 为 村 里 洋芋种植项 目 的 负 责

人，赵显福信心满满，“现在党和政府

的优惠政策多，扶持力度大，所以我们

完全有信心、有决心，也有能力用洋芋

铺开一条通往富裕的宽广明亮的康庄

大道！”

洋芋铺开致富路！

本报记者 谭梅

招商物产（青海）有限公司“胜利号”14万
吨铝土矿天津港作业现场。

2021 年 12 月 20 日，西宁综合保税区通过
国家验收，正式封关运营。

首批进口自加拿大的精密设备通关，由此
西宁综保区正式进入业务实质性操作阶段。

（青海省商务厅供图）

马铃薯种植基地。 赵显清 摄

高大宽敞的储藏窖
内整整齐齐堆起来的洋
芋。 赵显清 摄

种洋芋带来
满满收获。

赵显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