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淘网购订单不断， 企业生产繁
忙，海关轮班值守；枢纽动能提速，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制度创新引领，持续塑
造开放新优势……新年伊始，内陆经济
大省河南对外开放的步伐坚定向前。

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河南通过持
续打造“网上丝路”，建设空中、陆上、海上
通道，提升多种物流路径和方式的协同效
率，打通境内外消费市场，奋力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

网联天下
指尖上逛“世界商城”
春节消费旺季，走进郑州新郑综合

保税区内的保税仓库， 来自全球各国
的红酒、奶粉、美妆个护、保健品等跨
境商品摆满货架。 各大电商平台订单
不断，工人们迅速分拣打包商品，经海
关查验放行， 当天即可发往国内各地
消费者手中。

为保障辖区内 51 家企业开展跨境
电商保税零售进口业务，郑州海关所属
新郑海关实行 7×24 小时预约通关，春
节七天假期累计放行清关跨境电商订
单 67.29 万个。

春节海淘忙是跨境电商消费热的
一个缩影。 郑州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
李晓芸介绍，2016 年获批国家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以来，郑州积极打造“网上
丝路”， 跨境电商现场进口商品从最初

的 100 余种增加到 8 万多种。
2022 年，河南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

额首次突破 2200 亿元 ， 其中出口
1700.6 亿元，同比增长 15.3%。

“跨境电商平台正在成为全球消费
者采购的重要渠道，也是稳外贸的重要
力量。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军表示，
河南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增至 5 个，
电商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市场规模及覆
盖面稳步扩大。

货畅其流
产业发展越来越“中”
河南人爱说“中”， 也有实力说

“中”。 地处中原大地，河南近年来大力
建设国际物流通道，不断融入全球市场
大循环。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郑州机场形
成辐射全球近 200 个城市的国际枢纽
航线网络，跻身全球货运机场前 40 强；
“陆上丝路”越跑越快，中欧班列（中豫
号） 业务网络遍及 30 多个国家 130 多
座城市， 累计开行突破 6000 列； 对接
“海上丝路”越来越畅通，2021 年全省铁
海联运班列开行 11.2 万标箱。

通道优势向“枢纽经济”转变，2022
年河南省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 8500 亿
元大关， 出口商品带动许昌发制品、鹿
邑化妆刷、 社旗仿真花等 10 多个地方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许昌发制品’常年位居全球速卖
通海外热销榜前列，去年‘双十一’，多
个品牌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实现了上
百万元的增量。 ”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
卖通发制品运营负责人倪倩晴说。

“我们的仿真花产品 80%来自社
旗，销往世界。 2022 年公司仿真花产品
在亚马逊电商平台的订单量就有约 17
万单，实现营收 5000 万元，占公司全部
营收的约 15%。 ”郑州江之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赵勇军说。

南阳市社旗县仿真花协会会长李
富文介绍，从最初几家小作坊到聚集上
百家企业，社旗仿真花产业去年年产值
约 3 亿元，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今
年招商引资项目陆续投产后，年产值有
望突破 10 亿元。

勇挑大梁
中部开放走向前沿

早在跨境电商兴起时，河南在全国
首创 1210 网购保税备货进口模式，允
许电商从境外整批采购货物存放在保
税物流中心或者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根
据电商平台产生的订单将产品以个人
包裹的方式清关缴税派送到个人手里。

“这一制度创新将‘海淘’收货时间
从两周以上缩短到两三天，不仅被推广
到全国，也在海外反向复制，中国企业
如今可以将货物存放在海外仓，待当地

消费者下单后，再送达其手中。 ”河南保
税集团总裁徐平说。

“去年受能源危机等因素影响，欧
洲取暖用品消费高峰提前，我们在英国
有海外仓，消费者下单后三天就能送货
上门，因为是在海运成本低的时候提前
备的货，成本最高下降到 50%，商品价
格也更实惠。 ”郑州易赛诺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阮峰说。

截至 2022 年底，河南 80 家企业已
在 4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仓 206
个，总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

2023 年， 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90 条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
定向好政策措施均把扩大开放摆到
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海外仓高质
量发展专项行动”“积极申建海关监
管作业场所”……政策越明朗 ，发展
决心越坚定。

“海外仓在境外，保税仓在境内，仓
储信息化、智能化加持下，可以更好地
洞察市场行情， 同时实现退货检测、维
修、调换等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跨境
贸易服务的品质和水平。 ”河南省商务
厅电商处处长孙琪说。

河南省委负责人表示，将着力实施
制度型开放战略，加快建设更具竞争力
的开放强省， 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在
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发挥
更大作用。 ⑩1 （新华社记者 李文哲）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 1 月 31 日下午就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
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
部署。 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
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
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
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
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
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
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中央
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尹
力、刘国中、何立峰、张国清、陈吉宁、黄
坤明同志结合分管领域和地方的工作
作了发言，大家进行了交流。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
讲话。 他指出，近年来，构建新发展格局
扎实推进，取得了一些成效，思想共识
不断凝聚、工作基础不断夯实、政策制
度不断完善，但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还
任重道远。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
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

习近平强调，要搞好统筹扩大内需
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
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坚决贯
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
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
的消费需求、 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
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 建立和
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
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
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完善
扩大投资机制， 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
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
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
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 健全新
型举国体制，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

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
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实现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
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
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
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
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 要继续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
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顺应产
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
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
链， 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
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
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
业分工和合作， 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
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指出， 要全面推进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 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
面。 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

市场的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增强城乡经济联
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防止各地搞自
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
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
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
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
内大循环。

习近平强调，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 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
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
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加强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依法规范和
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为各类经营主体
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激发各类经
营主体活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
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 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
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 推动形
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
动循环创造条件。 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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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开放动力强劲

打造“网上丝路” 打通境内外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