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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丰 静

炎炎夏日，在江淮蔚来合肥先

进制造基地车间内，伴随着机械长

臂快速飞舞，一个个汽车零部件迅

速进行冷连接，每 1.5 分钟就组装

成一辆新能源电动汽车。

“现在蔚来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不仅在国内销售，国外市场也在不

断扩大。”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表

示，蔚来已在挪威、德国、荷兰等海

外国家建立销售和服务体系，蔚来

汽车三款车型正源源不断从合肥

两大制造基地“出海”远行。

“服装、家具、家电曾被称为外

贸‘老三样’。如今，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太阳能电池作为合肥外贸‘新

三样’，正在引领出口贸易提档升

级。”合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近年来，锚定建设“新能源汽

车之都”的产业目标，合肥集聚了

江淮、比亚迪、蔚来、大众、长安、安

凯等 6 家整车企业。同时，培养和

引进一批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如国

轩高科、中创新航等。在“借光发

展”战略推动下，合肥市拥有了阳

光电源、通威太阳能、晶澳科技、晶

科能源等一批光伏太阳能行业龙

头企业。

合肥市商务局还组织指导江淮

汽车、蔚来汽车、阳光电源、晶澳太

阳能、国轩高科等“新三样”出口企

业参加“徽动全球”万企百团出海行

动，进一步加大海外市场布局，开拓

欧美、中亚、南美等海外市场。

“产业与外贸携手，有效提高

了 合 肥‘ 新 三 样 ’出 海 规 模 和 速

度。”合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关数据显示，1月至 5月，合

肥 市“ 新 三 样 ”产 品 出 口 128.7 亿

元，同比增长 42%，占全市出口总

额的 14.6%，成为合肥市产品出口

新的增长点。

“新三样”升级外贸

■ 本报通讯员 赵冬至
本报记者 徐 建

7 月 13 日，记者来到位于池州

高新区的安徽鸿叶集团有限公司，

只见偌大的二楼车间里仅有 4 名

工人在管理，100 台智能设备正不

停地“吐出”竹吸管。

“目前，每天生产约 240 万支

竹吸管，较之前 提 高 了 5 倍 的 产

量，产品远销德国、荷兰、韩国等

国 家 。”该 公 司 董 事 长 殷 明 亮 笑

着说。

鸿叶集团原是一家生产常规

竹制品的加工企业，把山区常见的

毛竹，做成走俏国际市场的时尚产

品，缘起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禁

限塑政策，生态环保吸管取代塑料

吸管成为一个大趋势。由此，殷明

亮 萌 生 了 研 发、生 产 竹 吸 管 的 想

法。2017年开始，鸿叶集团先后聘

请 4 个 博 士 团 队 ，耗 资 1000 多 万

元，成功研制出竹吸管自动化生产

设备，推动企业由“制造”向“智造”

转变。

2003年，鸿叶集团把自己生产

的竹签、竹筷等竹制品尝试推向国

际市场，利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布

局海外市场。目前，鸿叶集团年加

工各类竹制品 10 万吨，已建成全

国最大的竹签、竹筷、竹吸管三大

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其生产的

各类竹制品远销全球 11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从 2007 年以来，我们开始在

一 次 性 竹 产 品 出 口 中 全 国 领 先 。

公司也由当初的 5 名工人发展到

现在 700 多人的规模。”殷明亮告

诉记者。去年，该公司实现销售产

值 7.02 亿元、利税 5620 万元、自营

出口 5000 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已

实现产值 4.02 亿元，出口 2500 万

美元，成为池州市外贸出口和乡村

振兴产业响当当的招牌。

竹制品俏销全球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在涡阳县高炉镇道远工艺品

公司，过去没人要的废弃秸秆，变

身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成为远销

海外的抢手货。“我们向海关提交

的‘出境货物检验检疫申请’已经

获批，这两天就能发往青岛港口，

再出口到法国。”近日，公司负责人

卢磊开心地说。

项链、镜子、泰迪熊……在公

司的产品展厅里，由小麦秸秆编织

而成的挂件、饰品、玩具等工艺品

让人大开眼界。

“除了小麦秸秆，玉米秸秆、树

枝、蒲草等原料同样能做成精美的

工艺品。”卢磊告诉记者，秸秆制作

成工艺品可不简单，小麦秸秆先进

行粉碎，再经烘干、加入胶黏剂、入

模、加热，最后出模成品。根据模

具形状不同，可加工成带有颜色的

诸多生活用品，如餐具、餐盘、水果

刀叉、婴儿用品等。

“秸秆产品环保无污染、可降

解，美观大方，深受欧美国家消费

者青睐。”卢磊告诉记者，目前公司

研发制作的秸秆工艺品已有 1 万

多个品种。

道远公司成立 6 年来，累计实

现产值 3亿多元，带动全镇 2000多

人务工。卢磊告诉记者，他们的产

品以出口为主，每隔一两天就有大

货车满载着各种秸秆工艺品和生

活用品开往连云港、青岛等港口，

随后发往法国、英国、韩国等 10 多

个国家。

为推进秸秆产业化利用，“每

年 安 排 省 级 奖 补 资 金 约 7000 万

元、市级奖补资金 8000 万元，助力

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成长。”亳州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

至 目 前 ，全 市 秸 秆 产 业 化 率 达 到

54.8%，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4.7%，

助力农业绿色低碳高效发展。

小秸秆漂洋过海

■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陈安平

“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开展‘徽

动全球’万企百团行动等活动，抢

抓 RCEP 实施重大机遇，积极‘走

出去’，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铜陵市商务局局长张琼表示。

今年，铜陵市已组织 70 余家

外向型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 50 多

场 ，签 订 意 向 性 订 单 1.8 亿 美 元 。

响应企业诉求，在全省率先恢复水

运口岸境外直达航运业务，并推动

铜陵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式

恢复水果进口业务。

7 月 4 日，全省跨境电商现场

会召开，铜陵市在会上获评全省跨

境电商发展突出贡献市，该市百舟

互娱、赛福电子等 5 家企业荣登省

百家优秀跨境电商企业榜单。

2019 年 以 来 ，该 市 跨 境 电 商

交 易 额 年 均 增 长 45%以 上 ，2022

年 达 到 13.4 亿 元 ，同 时 跨 境 电 商

主体增至 42 家。今年，该市推进

市 级 跨 境 电 商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铜 陵 誉 谦 商 务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运 营 园 区 ，新 签 约 跨 境 电 商

企业 90 家。

铜陵还持续做优外贸企业服

务，召开开放型经济圆桌会议聆听

外贸企业诉求，举行“联世界 话合

作”铜陵涉外企业与外籍人才贸易

交流会，举办“小微企业服务节”，

加大信保政策宣传和金融风险服

务 并 新 增 出 口 信 保 投 保 企 业 46
家。铜陵市还建立完善“走出去”

服务体系，协调推进厄瓜多尔米拉

多铜矿扩建项目等一批境外投资

项目。

今年前 5 个月，铜陵实现货物

进 出 口 52.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5.5%，跨境电商交易额 7.6 亿元、

同比增长 100.4%，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同比增长 216.6%。

“组合拳”外拓市场

◀ 7 月 17 日，黄山市徽州区竹艺轩雕刻工艺厂省级非遗传承人朱伟（中）在指导雕

刻师创作。据了解，该厂竹雕产品以出口为主，近日就收到来自英、法、瑞士等 10 个

国家的 1500 件竹雕订单。 本报记者 潘 成 摄

▶ 7 月 15 日，在马鞍山经开区东科半导体（安徽）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厅，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客商在参观了解该公司生产的半导体产品。

特约摄影 王文生 本报通讯员 姚杰超 摄

“安徽造”稳外贸

日前，蚌埠海关关员在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货物进行现场查验。

本报通讯员 陆昱欣 摄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国家级试点”落户蚌埠

7 月 13 日，随着关锁“嗒”的一声落

下，一辆满载日用百货的卡车驶离蚌埠

港码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卡口，以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踏上出国之旅。

“此次我们出口货物是玻璃杯、咖啡

杯 等 ，货 值 28.6 万 元 ，主 要 出 口 到 摩 洛

哥。”蚌埠市泽晨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

蒋晓峰告诉记者，自去年下半年进驻蚌

埠中恒商贸城，利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走出去”，日用小商品出口更便捷，在海

外也拥有了更多新客户。

据介绍，作为一种外贸新业态，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为“多品种、小批量、多批

次”商品出口量身打造。此贸易方式下，

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经国家主管部门认

定的市场集聚区内进行采购，单票报关

单商品货值在 15 万（含 15 万）美元以下，

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商品通关手续。

2013 年，我国率先在浙江义乌开展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2020 年，蚌埠

中恒商贸城获批安徽省唯一国家级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市场。2021年 1月，蚌

埠中恒商贸城开展市场采购贸易业务。

“相比一般贸易方式而言，市场采购

贸易更简化的通关手续、更便捷的通关

条件、更低的出口成本，大大提升了外贸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蚌

埠海关查验科关员叶慧子介绍，这一新

业态实实在在解决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难题。

为大力推进试点建设，安徽省政府

印发《蚌埠中恒商贸城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蚌埠市政府出台

《蚌埠中恒商贸城市场采购贸易综合管

理办法》；蚌埠中恒商贸城所在的淮上区

政府出台涉及商品认定、商品溯源、违规

查处、信用评价、出口商品检验、外汇管

理、风险防范、知识产权保护等全流程配

套管理办法 14 个，形成了“1+1+14”的市

场采购贸易政策体系。

截至今年 5月，蚌埠中恒商贸城利用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累计通关 7885 票，出

口的商品销往韩国、阿联酋、土库曼斯坦

等 10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折合人民币

70.62 亿元。其中，出口至“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6044票，货值折合人民币 52.72亿

元，有力地推动了淮河流域、皖北地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交流与

合作。

“多平台联运”助企出海

日前，在位于蚌埠中恒商贸城的蚌

埠市坤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正在将塑料杯、清洁刷子、收纳箱等货

物装箱，准备送往市场采购组货仓，发往

韩国。

蚌埠市坤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

第一批加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企

业之一 。“我们本就是中恒商贸城的商

户 ，过去以日用百货内贸零售、批发为

主，有着成熟的采购供货渠道。”该公司

负责人董松告诉记者，他一直想开拓外

贸出口业务，但小商品“走出去”面临报

关 繁 琐 、商 户 无 法 提 供 增 值 税 发 票 等

难题。

通过享受国家支持的通关便利、免

增值税、收汇灵活等政策优势，市场采购

出口模式使小商品“闯世界”的痛点迎刃

而解。据蚌埠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市

场采购模式下，企业准入门槛更低，凡在

产业集聚区内的商户、贸易公司经备案

后都可以参与试点；通关出口更快，允许

组柜拼箱，实行简化归类申报；税收政策

更优，实施增值税免征不退政策；外汇管

理更活，允许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支

持跨境人民币结算。

立足便利通关功能，蚌埠中恒商贸

城 建 成 全 国 通 关 一 体 化 监 管 的 组 货 中

心，在蚌埠、合肥建设投用 2 个前置组货

仓，总面积 9800平方米，实现省内组货全

国通关一体化，出口商品在前置组货仓

内组货装箱、全国口岸查验放行。

“市场采购贸易采取的通关一体化

模式，极大简化通关流程，避免商品从仓

储地运至采购地海关办理转关手续、再

运送至口岸的迂回运输，实现经营者出

口成本更低、通关更便捷，平均一个集装

箱能省下来 2000 多元。”2021 年，董松注

册外贸公司，开展外贸订单业务，将蚌埠

乃至皖北地区的玻璃制品、纺织品、文具

等销往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董

松说，今年公司还开拓了韩国市场，一季

度出口额有 3900多万元。

“我们搭建‘一平台两中心’。打造

‘市采’联网信息平台，与海关数据系统

等多平台联动，向全省生产企业、外贸企

业开放；组建‘市采’综合服务中心，吸纳

会计、货代、报关行等服务机构入驻，为

全省‘市采’参与主体提供全流程服务；

建设运营出口商品展销中心，吸引全省

优质企业入驻。”蚌埠中恒商贸城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冰说。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推动传统商

品市场转型升级，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

参与对外贸易，为安徽省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增添了新引擎。目前，中恒商贸城

入驻商户增至 4000 余家，累计培育三类

经营主体（供货商、经营者、采购商）627
家、生产型企业 1418家。

“市场采购+”辐射全省

阜南柳编、蚌埠玻璃、黄山茶叶……

在 蚌 埠 中 恒 商 贸 城 的 出 口 商 品 展 销 中

心，各个展馆展示的安徽地方特色产品，

让人目不暇接。

“出口商品展销中心总面积约 1.5 万

平方米，汇集全省近 180家企业、200余种

产品，涵盖 39个产品大类。其中，茶叶展

区 300 平方米，入驻茶企 20 多家，展示各

类出口茶叶精品 100余款。”刘冰说。

今年 5月，“中国徽茶皖北展销中心”

在蚌埠中恒商贸城揭牌，该中心成为徽

茶在皖北的重要展示展销平台，对于进

一步开拓皖北市场，辐射毗邻皖北的山

东、江苏等省，提升徽茶品牌影响力具有

重要作用。

“我们正在探索‘市场采购+茶业产

业’模式，通过建设徽茶馆，开展国际贸

易洽谈会、境外客商选品会，打通‘建展

厅—请外商—做出口’流程，助力徽茶通

过市场采购平台走向世界 。”刘冰告诉

记者。

去年以来，蚌埠市积极推进业态融合

发展，探索实现“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

“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

易+产业园”模式。例如，“市场采购贸易+
跨境电商”，即省内中小跨境电商企业采

购的无票货物，充分利用市场采购贸易

“无票免征”优势，实现异地组货、全国通

关的便捷报关出口，促进跨境电商企业合

规化、阳光化、可持续化发展；同时，有助

于市场采购贸易线上开拓海外客户，利用

市场采购贸易通关一体化实现省内组货

优势，将跨境电商的线上订单汇总拼箱，

并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报关出口，进一

步做大做强外贸新业态。

“今年以来，我们多次深入企业调研，

收集企业诉求，帮助企业了解掌握海关监

管要求，引导企业依法合规备案申报，推

出‘日清周结月盘点季分析’工作机制，提

供接单、查验、放行一站式服务，压缩现场

业务办理时间 25%以上。”叶慧子说。

蚌埠市税务部门推行企业开办涉税

业务“一网集成”办理；选派业务骨干入

驻商贸城，提供专业税费咨询服务。蚌

埠 中 恒 商 贸 城 副 总 经 理 宋 早 军 告 诉 记

者，该市场从享受第一笔 3万元的出口免

税，到如今累计享受 2.02 亿元出口免税，

税费优惠政策带来的“真金白银”成为企

业加快“走出去”的动力之一。

当前，蚌埠中恒商贸城正积极推进

“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市场采购贸易+中欧班列”融合

互补发展模式。“我们将加强部门联动，

持续拓宽‘市采’覆盖面，推动外贸新业

态 新 模 式 跑 出‘ 加 速 度 ’，助 推 经 济 发

展。”蚌埠市商务和外事局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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