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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王沪宁发表讲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
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
力，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

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全
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胡春华、沈跃跃、王
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厚铧、梁振
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陈武、穆
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
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闭幕会开始。王沪宁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62人，实到
2085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王沪宁在讲话中说，全国政协十四届
二次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真抓实干、团结
奋进的大会，汇聚了正能量、提振了精气
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开幕会和闭幕会，看望委员并参加联组讨
论，同委员们共商国是。全体委员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民革、科技界、环境资
源界委员联组会等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认真审议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等文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取
得丰硕议政成果。全体委员高度评价过去
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勇毅前
行，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全体委员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两个确立”对
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
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
政协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
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
辉煌历程。人民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
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发扬优
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始终在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下谋划和开展工作，紧紧围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履行职能、凝心聚力。要提
高政治站位，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落实到政协工作中、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团结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

族各界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
聚焦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建言助推中国式
现代化。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王沪宁表示，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把实
干、责任、担当书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兴瑞、
王毅、尹力、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
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
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
国、王小洪、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
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
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
吴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
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据新华社

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
车”之一。自去年中国外贸增速放缓以来，
一些外媒炒作“中国外贸寒冬来了”“中国
出口订单转移”，以此唱衰中国经济。

当前中国外贸企业发展情况究竟如
何？怎样看待中国外贸形势？全国两会期
间，记者采访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探讨上
述问题，回应外界关切。

中国外贸发展形势如何？
回顾2023年，面对外需低迷和不确定

因素叠加等多重挑战，中国全年货物贸易
进出口以人民币计微增0.2%，个别月份出
口负增长，对比2021年增长21.4%、2022
年增长7.7%的速度，的确“慢”了不少。

一些西方媒体片面地、静态地进行报
道，称“中国外贸寒冬来了”，放大对中国经
济的悲观预期。那么，现实情况如何？

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进出口数据显
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2个月中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7%，其中出口增
速重回两位数达10.3%；以美元计，进出口
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增长7.1%。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以“势头强
劲”评价中国前2个月出口，并称出口增幅
远高于早些时候其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
3%。

德国之声称，出乎意料的出口增长可
能会让人对中国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感到乐观。

不只看“账面”，来自企业的感受更为
直观。

广东阳江十八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积回代表感慨，过去一年确实极其艰难，
先到欧洲拜访客户，再去美国参加展览会，
明显感觉需求疲软，但拓市场初见成效，今
年前2个月订单同比增长18%。

十八子以厨房刀剪产品为主，出口至
欧洲、南美、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李积
回代表说，当前最大挑战仍是外需不足，公
司已筹备好参加本月下旬举行的美国芝加
哥家庭用品展。

放在当前全球贸易大环境来看，中国
外贸企业取得的每一笔订单都极为不易。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说，今年我国
外贸面临的形势总体还十分严峻。

一方面，多个国际组织预计，2024年
全球经济增速仍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
需下滑的压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贸易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贸组织预计
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3.3%，地缘冲
突、全球“超级大选年”等也将对全球贸易
产生外溢影响，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疾风知劲草。不少代表委员这样表
示：外部环境确实很“寒”，但中国外贸不会

“凉”。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代表告诉记

者，公司出口产品种类很多，其中橡胶产品
出口增势尤为明显，春节期间也没有停工，
出口量已占到总产能的40%。

“加强科技创新，走向产业链中高端，
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之策。”徐冠巨
代表说。

中国外贸发展压力确实不小，但企业
顶压前行、以变应变、抢抓机遇的决心更
大。

今年前2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
增长17.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54.6%，比
去年同期提升4.2个百分点；同期机电产
品出口增长11.8%，占出口比重近六成。

王文涛说，中国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
要素禀赋、创新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出口商
品正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进口市场机遇也

在扩大，展现较强韧性。

“订单转移”“产业外迁”怎么看？
“订单转移”往往伴随“产业外迁”。多

重压力之下，外媒频频炒作“订单转移”，该
如何看待？

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委员表
示，“订单转移”有多种情况，有的是企业基
于全球竞争形势和产业格局变化进行的主
动转移，符合市场规律；有的是受国际形势
复杂多变影响，包括个别国家干扰等导致
的被动订单转移。

真正引发外界担忧的是部分企业被迫
出海建厂的现象。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新材料研发、制造、销售，董事长唐安斌代
表对此感受颇深。

“公司薄膜类产品出口美国面临被征
收特别关税25%、反倾销税接近70%，聚
酯薄膜产品出口韩国面临被征收高额关税
37%的情况，市场拓展存在一定困难。”唐
安斌代表说。

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影响，这
家公司布局海外市场销售以及制造基地，
前2个月出口销量同比增长35%，但竞争
压力仍然较大。

事实上，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
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大势所趋。

尽管“果链”迁出中国的消息频传，然
而，苹果公司首次在2023年首届链博会上
披露，其前200家供应商中有151家在中
国生产，而这前200家供应商占苹果总采
购的98%。

数据显示，有进有出、稳中有进才是中
国外贸的主流——

从产品看，2023年，中国出口中间品
占我国出口总值的47.3%。其中，对日本、

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配件类，对美国、德国出
口锂电池类，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出口平板
显示模组类中间品，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
长。

从区域看，今年前2个月，中国对东
盟、欧盟、美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出口均保持
增长，分别增长9.2%、1.6%、8.1%；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13.5%。
“不是说企业在国外建了厂，国内出口

就少了，不能直接划等号。”冯兴亚代表说。
尽管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格局持续重构，但中国在其中的地
位依然稳固：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
在14%左右，中间品进出口占比达61.1%，
展现较强韧性。

稳住外贸大盘该如何发力？
“今年订单目前已经排到6月份，其中

内贸订单增长较快。”浙江省平湖市新秀集
团运营总监徐洪水说，受中美关系、欧美需
求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加大开拓国
内市场，自有品牌在国内箱包市场取得可
喜业绩。

内外贸“两条腿”走路、加强品牌创新
培育，正是当前中国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的积极探索。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主动对接高
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
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

——拓展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外贸新
动能。

——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完善区域分
工协作。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构筑互联
互通大门户。 据新华社

如何看待中国外贸发展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