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以来，重庆农产品

出口实现多项突破，忠县、巫

山等地的特色农产品成功走

出国门。

瞬间3

连日来，秦妈食品有限公司（下称秦妈食品）负责人
张女士，一直忙着为海外买家准备一批火锅底料。这批
数吨重的重庆特产，将发往韩国。

“最近几年，我们的火锅底料年出口额都超过百万
元。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和美国等多个国家，都有我
们的客户。”张女士说。

不过，时光倒回2018年前，还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张女士回忆，当时不要说产品批量出口，即便是自己带
着火锅底料去国外探亲，都会被国外的海关拦截。原因
在于：火锅底料里所含有的鸡粉等动物成分，在不少国
家被认定为违禁品。同时，国内企业火锅底料的生产技
术和标准等，也不符合海外市场的要求。

火锅底料的“遭遇”，在当时重庆产品出口中，具有
普遍性。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重庆外贸出口总额为
3712.9亿元，近九成是笔记本电脑等机电产品。这意味
着，加工贸易之外、重庆自产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只占
到了全部出口商品的一成。

如此单一的出口产品结构，如何“破”？2019年，重
庆提出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
一，就是为企业打通“卖全球”的渠道。

之所以敢这样提，是因为重庆底气满满——这里拥
有中欧班列（渝新欧）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便于企业向中
亚、欧洲、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市场拓展。

为了“卖全球”，重庆针对品牌影响力不够、产品不
符合其他市场标准等“症结”，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第一剂“药方”，是统筹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三品”战略，大力培育一批富有巴渝特色的渝货精品，
推动“重庆产品”向“重庆名品”“世界名品”转变。

第二剂“药方”，是搜集、研究国外产品生产标准、准
入要求，推动企业根据相关要求进行标准体系建设和出
口认证，扫清出口障碍。

第三剂“药方”，是组建“渝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商务谈判、签约、制单、报关、结
汇、融资等全流程外贸服务。

“对症下药”，成效显著。2022年，重庆出口总额达
5245.3亿元，比2019年增加1500多亿元。同期，机电产
品出口额比重相较于2019年下降了4.2个百分点。“一增
一降”，反映出重庆出口产品结构正在改善，更多产品成
功打进了国际市场。

一大批重庆企业，和秦妈食品一样，把产品卖到了
全世界：

2019年11月，梁平柚首次走出国门，出口俄罗斯、
越南等国家；

2020年3月，重庆柑橘首次实现直接出口新加坡；
2022年2月，丰都县人工养殖的14吨西伯利亚鲟出

口越南，成为重庆鲜活水产品走出国门“第一例”；
2022年4月，忠县3000吨忠橙出口至东盟，这是当

时重庆最大规模的一次生鲜水果出口;
2022年7月，巫山脆李通过海公联运的方式运往新

加坡，首次实现出口。

大批重庆产品走出国门大批重庆产品走出国门
去年出口总额逾去年出口总额逾52455245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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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卖全球”“买全球”，共建“一带一路”对于重庆
建设国家消费中心城市的巨大促进作用，还集中体现在
国际消费目的地打造上。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
之一，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消费资源的集
聚地、引领全球消费服务趋势的风向标。

“这意味着，重庆必须引进足够多的国际知名品牌，
打造国际消费资源集聚地和消费目的地，吸引更多国内
外消费者来渝消费。”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对重庆这样一个内陆城市而
言，何其不易。

2018年前，重庆市民要在线下购买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多数时候只能去解放碑、观音桥商圈，可供选择的品
牌也不多。

市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整个重庆
的国际知名品牌不到500个，全球顶级品牌更是寥寥无
几。

为了改变这样的窘境，重庆首先在消费空间载体的
优化提升上狠下功夫。2018年6月，解放碑步行街入选
商务部全国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名单，开始打造“全
国示范步行街”。

以此为契机，市、区两级政府着力在解放碑步行街改
造提升商业设施，建设国际化的消费载体。

截至2020年7月，解放碑步行街已集聚1万平方米
以上的大型商业设施近40个，商业设施总面积达到207
万平方米。

其中，八一广场、国泰优活城市广场、大都会东方广
场和重百大楼等一批商业体经过“二次升级”，成为重庆
运动、潮流和休闲等主题商业业态的集聚地。

有了优质空间载体，接下来，重庆加快引进国际国内
知名品牌。

其中，2018年到2019年底一年多时间，重庆引进国
际知名品牌138个。这一数量，接近过去20多年整个重
庆引进国际知名品牌总数的四分之一。

2020年、2021年，重庆又连续引进国际知名品牌
184个。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已累计引进国际知名品
牌1100余个。

与此同时，为了在这场国际国内大品牌争夺战中抢
占先机，重庆加大力度引进品牌首店、品牌旗舰店，加快
发展首店经济。

如今，在重庆中心城区各大商圈，多年前被视为稀罕
物的首店，已随处可见。

例如，观音桥商圈引进了300余个区域首店、旗舰
店；九龙新商圈的万象城，汇聚首店200余家；刚刚开业
的重庆印象城，引进西南及城市首店、区域首店、最新形
象店（城市旗舰店）69家。

高端商业载体鳞次栉比，国际国内大品牌扎堆集聚，
重庆，一个全新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已经在中国西部崛
起。

一个新的国际消费目的地一个新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已经在中国西部崛起已经在中国西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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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处内陆，远离海洋、远离边

境，对外贸易存在天然短板。产品出口

难、出口少，市民购买进口商品时选择

面窄、价格贵，都曾是重庆长期面对的

难题。

为打破这一困境，重庆抢抓共建

“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打造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

2019 年，重庆正式亮出创建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的宏伟蓝图。2021 年，

重庆获批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建设。

此后数年，重庆持续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在消费领域的交流合

作，消费领域加速与国际接轨，消费水

平与消费能级不断提升。

如今，重庆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方便

快捷地“买全球”“卖全球”。

加速与国际接轨
重庆人方便快捷“买全球”“卖全球”

2022年，重庆出口
总额达5245.3亿元

5245.3亿元

2022年4月，忠县
3000吨忠橙出口至东
盟

3000吨

2023 年 1—8 月，
重庆共进口整车 5100
多台

5100多台

截至今年6月底，
重庆已引进国际知名
品牌1100余个

1100余个

2018年6月，解放碑步行

街入选商务部全国首批步行

街改造提升试点名单，开始打

造“全国示范步行街”。

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

重庆等五大城市率先开展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瞬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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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7月 1日，重庆整

车进口口岸获批，成为内陆首

个整车进口口岸。

瞬间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重庆印记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⑥大道如砥

9月22日，重庆市民刘先生在汽博中心购买了一款
心仪已久的奥迪Q8欧版2022款3.0T平行进口车。这
款车售价为69万元，比同款车型配置差不多的进口中规
车便宜近10万元。

“放在以前，这种好事想都不敢想。”刘先生告诉记
者，2014年前，重庆市场上的进口车价格普遍比沿海地
区高10%以上。想要购买更便宜的进口车，只能去天
津、上海、广州、大连等沿海城市。重庆市场上的进口
车，都是从这些地方转运而来，时间成本和综合物流成
本居高不下。

重庆的消费者，没有理由买不到便宜的进口车。彼
时，中欧班列（渝新欧）已经开通3年。利用这条国际物
流大通道，货物从欧洲运抵重庆，仅需15—18天时间。
这比通过海路运输至沿海地区再转运至重庆，节约1个
月左右的时间，运输物流成本也大幅降低。

通道优势，完全可以转变为产业优势。重庆决定争
取设立整车进口口岸。2014年7月1日，国务院批准重
庆设立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这是我国首次在西部内陆
地区设立整车进口口岸。

同年8月，从德国杜伊斯堡出发的中欧班列（渝新
欧）首趟原装汽车整车进口班列抵达重庆整车进口口
岸，标志着中国有了新的汽车进口物流通道。从此，重
庆消费者，在本地也能购买到便宜的进口车了。

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只是第一步。
2014年12月25日，搭乘中欧班列（渝新欧）列车，

从德国杜伊斯堡运来的16辆平行进口豪车抵达重庆整
车进口口岸。中国西部地区以平行贸易方式开展进口
汽车贸易的探索，就此开启。

2018年，随着重庆被商务部批准为全国汽车平行进口
试点地区之一，全市平行进口车业务进入加快发展阶段。

相对于进口中规车，平行进口车一般是从国外汽车
生产厂家直接采购，减少了多个中间环节，成本更低、价
格更便宜。也正因为如此，重庆的平行进口车试点不仅
惠及本地市民，还通过相关试点企业的经销网络，辐射
到了中西部多个省份。

数据显示，目前，重庆整车进口口岸已累计进口包
括平行进口车在内的整车超3.5万台，居内陆整车进口
口岸第一位。其中，仅今年1—8月，就累计进口整车
5100多台。

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但要“卖全球”，还
要“买全球”。而从进口汽车到以平行贸易方式开展进
口汽车贸易，这样的升级迭代，彰显的正是重庆在“买全
球”交易机制构建、全球货源组织能力上的提档升级。

和平行进口汽车一样富有创新性的“买全球”典型
案例，重庆还有很多。以“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为例，该中心在全国率先于围网范围内开展保税商品展
示交易，率先将此项功能延伸至保税区外其他区域。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还搭建了
“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展示交易平台，通过一般贸
易、保税商品展示展销、跨境电商及“前店后仓+快速配
送”等形式，让市民可以“一站式”购买很多国家的质优
价廉的商品。同类型商品，通常情况下这里的售价比商
圈商家售价便宜10%—30%。

从满足本地到辐射周边从满足本地到辐射周边
““买全球买全球””迭代升级迭代升级

国际消费载体
提质工程

提能打造
中央商务区

精耕细作两江四
岸核心区，加快建成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
区、全球著名旅游目的
地，具体包括解放碑片
区、江北嘴片区、南滨路
片区等

加快建设
寸滩国际新城

推进“一港三区”
建设，打造国际旅游、
购物、贸易、交往互促
互融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承载地、城市
形态展示新高地、对外
开放新窗口

优化提升
国际消费标志性商圈

推进商圈提档升级，打造一批精品聚集、服务优
质、环境舒适、接轨国际的标志性商圈,具体包括提质
扩容观音桥商圈，升级杨家坪、南坪等城市核心商圈

融合拓展
国际消费体验新场景

依托两江交汇历史人文湾区、长江生态文明湾
区、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嘉陵江智能创新湾区等四大
湾区规划建设，打造生态绿色、创新融合、多元包容的
消费新场景

提档升级国际消费
特色名街名镇名区

推进磁器口、鹅岭贰厂等
主城都市区特色商业街区、历
史文化街镇改造升级，打造巴
渝特色都市消费名片

依托长江三峡生态资源，
打造汇聚三峡风物、独具三峡
风情的特色商街、古镇、景区

依托渝东南武陵山区生
态旅游、民俗风情，推进“大仙
女山”等特色消费集聚区建设

2018 年 6 月，位于重庆保税交易中心的
重庆首个“一带一路”进口商品体验交易平台
——奇柯世界汇，市民正在选购来自欧洲原
产地的产品。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