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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工厂担心进原料时有利润，但等生产完毕后
市场价格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甚至还亏钱，那究
竟什么时候行情才会好？现在，我们在上海成立了近20
人的金融研究团队，帮助工厂做对冲，锁定加工利润。”
周海鹏说，这样一来，中基能提供的服务，便从原料进
口、物流金融，一直延伸到生产完毕后的出口销售，从
而增加客户的粘性。

作为同行，宁波华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
朝波认为，这一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我们的规模比
中基小一些，但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可持续商业模式。
目前，我们进口的大宗商品有木材、煤炭、塑料、液体
化工等。依托宁波港的优势，商品链可以辐射到嘉兴。”
缪朝波说。

在外贸出口领域，拉长供应链同样必不可少。为了
实现“帮客户买、帮工厂卖”的小目标，庄惠强介绍了
凯越国贸的两个举措：一是靠近市场；二是靠近供应商。

“曾经，由于德国客户的采购要求，我跑到了江苏最
大的榔头制造工厂。一开始，我对他们是否愿意配合不
太有信心，但后来发现，他们通过我们出口的价格，比
工厂直接做外贸还降了不少。因为，术业有专攻，我们
能帮他们降低采购和销售成本，这就是贸易公司的价值
和生存空间。”庄惠强说。

为此，凯越不仅跑遍了大江南北的工厂，还在数十
个新兴市场国家相继踩点，号称“一年可以绕着地球飞
100圈”。

而作为服务中小企业出海的外综平台，世贸通副总
经理孔泽昊总结了出口方面转型升级的几条路径：一是
海外推广模式的多元化。企业仅仅通过展会获客还不
够，还要运用搜索引擎推广，做到线上和线下结合；二
是产品销售的多元化。过去只要接到订单就能坐等收
款，而现在既要B2B，也要B2C，甚至还要拓展优质商
品进口；三是提升模具开发、研发设计能力。这样才能
带动从OEM向ODM甚至OBM转型……”

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宁波区域生态运营总监吴向进
则将破题关键定位在“人货场”上。在他看来，宁波在
汽配、文具、灯具等制造业都不乏“好货”，而这些

“货”值得通过与更多“场”的对接，销往更广阔的市
场。当然，要做到这些，离不开“人”的转变。

“宁波有很多低调而优秀的中小企业，甚至一家工厂
就能掌握某个细分领域的全球定价权。我们希望通过贸
易数字化，在鼓励他们走传统外贸的同时，将阿里巴巴
国际站等电商平台作为出海的‘双赛道’，并把数据沉淀
下来。”吴向进说，“很多外贸人，还应以更开放的心态
拥抱互联网，这样会迎来更大的改变。”

宁波的“225”外贸双万亿行
动，描绘了这样的星辰大海——

到2025年，实现进口、出口总
额分别达到1万亿元，其中，机电及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能源及大宗商品
进口分别达到5000亿元，而跨境电
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优质商品
进口、转口贸易分别达到2000亿元。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正处于复杂
多变的国际环境，企业的信心正受到
严峻考验。此时提出“双万亿”的目
标，信心和底气何在？

宁波市商务局综合调研处处长潘
晓峰亮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2018年，宁波的货物贸易与服务
贸易出口总额6100亿元，货物和服
务增速分别为11.4%、10.1%，货物
进口总额3025亿元增15.7%。若保持
出口 8%、进口 11%的同比增幅水
平，到 2025 年，仅从数据上测算，
实现双万亿的目标是可行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国内外形势总
体严峻，但“危中有机”：

“一是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在
欧美等传统市场之外，新兴市场正在
兴起；二是国内对外开放的机遇。扩

大进口和自贸区建设，都能成为我们
外贸的增量；三是宁波市内产业发展
的机遇。在‘246’万千亿级产业集
群号召下，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将从宁
波流向国际市场。”潘晓峰说。

潘晓峰还指出，“225”看似只
是规模问题，但真正解读起来，更
是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比如，它意味着宁波要实现进口与
出口的平衡，要让外贸与产业以更
包容的方式相辅相成，更要用一个
高屋建瓴的目标倒逼企业在国际贸
易中转型升级。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周海鹏说：“这一政策的出台非常
及时，在严峻的时刻给了企业方向。
目前，我们不再是仅靠拿到资源就能
坐享其成。因此，不管是生产、贸易
还是物流，都要研究新的商业模式，
增加利润来源，与合作伙伴共同抵御
市场风险。”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集团总裁助理
庄惠强更是坚定地说：“看到225的
出台，我们充满激情。尽管现在面临
一些困难，但相信困难越多，机会也
越多。”

宁波外贸“225”行动该如何发力？
记者 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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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

开放是宁波最大的优势！”9月

27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召开外

贸“225”双万亿行动动员大

会，擘画了一幅外贸高质量发

展的蓝图。如何认识“225”

双万亿目标？为实现这一目

标，企业该如何发力？

本期12A茶座，我们邀请

的嘉宾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

念——宁波外贸“生态圈”。他

们认为，唯有政府部门、工贸

企业、物流服务、金融配套、

媒体学界的通力协作，方能培

育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涌现

出外贸“万物生长”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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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商务局综合调研处处长 潘晓峰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沈曙寰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海鹏
●宁波华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缪朝波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集团总裁助理 庄惠强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孔泽昊
●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宁波区域生态运营总监 吴向进
●中基国际物流服务限公司总经理 严国平
●宁波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 楼朝明
●宁波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丁乐
●东南商报执行总编辑 殷浩

邀请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尽管有信心和底气，但必须承认的是，宁波外贸
要完成双万亿目标，仍有一些亟需补齐的短板。嘉宾
们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交通”和“人才”两个话题。

首先，宁波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但却缺少充
足的国际航线。

庄惠强举例称，有客户坐飞机只能到上海，无法
直达宁波，而我们从宁波赶去浦东机场需要数个小
时。”为了更好地“与客见面”，凯越只能选择在上
海、广州设立分公司。

交通的短板同样体现在空港物流的运力上。不
过，随着跨境电商等新型业态崛起，宁波空运能力正
在不断增加。中基国际物流服务限公司总经理严国平
称，“我们已将空运作为一项产品去做推广。比如，有
外贸企业想去越南投资设厂，我们会借助物流广阔的
信息面，帮忙分析调研当地的情况，给他们提供方向
性的战略规划。”

至于人才问题则引发了大家更大共鸣。宁波大学
国际贸易系副教授楼朝明直言，“现在宁大国贸专业毕
业的学生中，大约60个人里只有十分之一从事外贸，
更多的还是选择去做金融、考公务员。”

而宁波外贸却需要更多的人才。吴向进认为，外
贸“接订单”归根结底要靠基层业务员，但现有的业
务员培训仍有待加强。“比如，拓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如何用小语种和他们沟通？在广交会现场，如
何注意服装礼仪、更快地拿下订单？这些都需要专业
的人才。”

楼朝明说，目前，宁波大学有面向外国留学生的
“2+2”项目，这些来宁大交换、留学的外籍学生，亦
可以作为宁波在当地市场的代理人。

庄惠强则称，“贸易公司应转变思维定位，让员工
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全球采购的‘买手’。”

由此可见，要想让宁波吸引外贸人才，须站在国
际视野重新审视，同时将理论培训与贸易实战相结合。

“如今，工厂、贸易、物流都到了整合的时代，前
几年依靠拼资源、拼价格就能做生意的好日子已经结
束了。”严国平一语道出了提出“225”行动的大背
景，并提及共建宁波外贸“生态圈”的重要性。

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孕育万物生长。要想打造这
一土壤，不仅需要工厂、进口、出口、物流等产业链
上下游的业态相互整合资源、抱团出海，还要有政府
部门的“搭台”、智库学界的研究、媒体的鼓与呼以及
金融机构的“保驾护航”。

潘晓峰称，未来，宁波市商务局将在外贸自主
品牌、新型贸易业态、金融支持、新兴市场拓展、
主体培育、贸易摩擦应诉、口岸通关等多个方面予
以支持，并就“225”双万亿行动的配套政策做进
一步研究。

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代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沈曙寰表示，将实施积极承
保政策，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支持企业努力巩
固美国市场，大力拓展非美市场，目标是今年非美市
场限额满足率达85%以上。如果企业能把这些限额用
起来，一年可以带动更大规模的出口。”

沈曙寰称，中国信保宁波分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精
准服务水平，借助公司的资信评估与海外渠道优势，
扩大覆盖面，推出新服务、新模式。同时，通过各类
小微信保服务平台，强化普惠金融功能，服务“千军
万马做外贸”的广大中小企业。对于有意向对外投资
的企业，继续发挥保驾护航作用，让企业“走出去，
站得稳，回得来”。

“办法总比困难多。宁波商人天生具有创新，迎难
而上的精神，没有什么太大困难可以让我们停住脚
步。”正如周海鹏所言，相信宁波外贸良好的生态能够
助力企业步履不停地奔向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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