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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龚喜燕报道 新年
伊始，“世界超市”义乌很忙。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
口商品城，年货采购节开启以
来，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商户们
忙着承接这波“泼天富贵”。这
里汇聚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15万种商品，让消费者
可以一站式“买全球”。而在国
际商贸城二区，一家汇聚义乌
市场内70多家各行业头部企业
爆款商品的 Yiwu Selection
品牌出海集合店全球首店红火
亮相，开业首日就签下1.2亿元
订单……

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
全球、卖全球”，从“马路市场”
到“世界超市”，40多年来，义乌
小商品之所以能“闯出大市场、
做成大产业”，既有义乌人鸡毛
换糖、无中生有的闯劲、干劲、
拼劲使然，更有改革创新、开放
活力的不断驱动。2011年开
始，义乌以一县之力承担国家
综合改革试点任务，这也是全
国首个国际贸易改革试点。由
此，义乌在国家层面获得更大
的改革自主权。经过10多年探
索实践，国贸改革1.0版取得巨
大成效。

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变
化，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
中国的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面临更多不确定的挑战和机
遇。作为中国乃至全球小商品
贸易中心的义乌，再一次挑起
大梁，勇担国家赋予的新一轮
国贸改革重任。2024年12月6
日，国务院批准同意《浙江省义
乌市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总
体方案》，重点是“围绕一个目
标、推进七个先行、强化两大支
撑”，全力在“买全球”上加速破
题，在“卖全球”上迭代深化，实
现“买全球卖全球”双向蝶变，
为我国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加
快建设贸易强国探索经验，为
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激活力
撬动全球大市场

义乌“无中生有、莫名其
妙、点石成金”的发展，离不开
改革二字。

十余年间，在国家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
及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上一
轮义乌国贸改革试点，侧重在
出口贸易如何实现“管得住、通
得快、可溯源”，解决义乌市场
小商品种类多更新快、多批次
小批量、非标准化、拼箱组货等
特点，不适应一般贸易、加工贸
易等贸易方式出口的“卖全球”
问题。

彼时，已有170万种商品通
过义乌出口到全球219个国家
和地区。针对遇到的痛点难点
堵点，义乌“量身定制”创设“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同步建立内
外贸一体化机制，以及商务、海
关、税务、外汇、市场监管等五
方面配套政策体系，实现小商
品便利化高效通关，帮助中小
微企业低门槛、低成本参与国
际竞争。

全新的贸易方式和监管模
式激发出巨大能量。数据显
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实施第
二年，义乌出口额就跃过1700
亿元大关。过去10年里，义乌
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总计超过
2.58 万 亿 元 ，年 增 长 率 达
10.4%。2024年，义乌通过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4717.6亿
元，已占义乌市出口总值的
80.1%，对该市出口贡献率达
94.3%。目前，义乌首创的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已在全国22个省
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个
人贸易外汇管理等14项改革经
验在全省全国推广，成为国家
外贸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在国贸改革试点牵引下，
10多年来，义乌以小商品撬动
全球大市场、以小企业带动产
业大集群、以小体量激活区域
协同大发展。改革事项全面开
花，先后承接40余项“国字号”
改革试点和60余项省级改革试
点，在贸易体制、物流模式、市
场管理等方面多点突破，形成
诸多可复制的经验。义乌综合
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
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试验区
金义片区等高能级平台相继落
地，航空口岸、铁路口岸、国际
邮件互换局等功能不断完善，
义新欧、义甬舟两大开放通道
全面打通，助力“中国制造”货

通全球。
如今，义乌市场已汇聚全

球210多万种商品，织就国内、
国际和线上“三张网”。国内，
与20多个省份的产业集群耦
合，带动210万家中小微企业发
展；国际，与2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贸易关系，每年来义采
购外商近60万，驻义外商达2.8
万人；线上，电商等新业态主体
超65万，约占全省1/3。

内外齐发力
塑造贸易新优势

作为我国重要贸易窗口，
义乌距离世界很“近”，能及时
捕捉外界的风险和机会。随着
内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义
乌也在积极谋“变”。

近年来，义乌市场新主体、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
现，在“买卖全球”过程中，遭遇
各类资源要素配置、行政管理
体制、政策法规等新的制约瓶
颈。深化新一轮国贸改革，既
是义乌迭代升级贸易方式的内
生需求，也是为我国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新
路。

从数据看，去年义乌进出
口总值达6689.3亿元，创历史
新高，其中出口5889.6亿元、进
口799.7亿元。当然，作为“世
界窗口”，外贸依然是义乌的基
本盘。除破解“日用消费品进

口难度大”的问题，“出口企业
贸易数字化能力不足”“物流通
道韧性不足、成本较高”“贸易
结算不畅、效率不高”“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空间不够”等难题
是本轮改革的突破点。

此前，义乌已在积极尝试
破题。跨境电商、数字赋能、品
牌出海、义支付、全球数贸中
心、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改
革路上，义乌着眼中小微企业
走向国际市场面临的各类堵
点，一方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改革破除各类制度环境障
碍，持续放大政策效能，塑造竞
争新优势，有效激发市场经营
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让各种
新业态新模式在义乌都能茁壮
成长；另一方面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联动政府+企业资源，通
过数字集成赋能、构建电商物
流等各类要素资源平台，抱团
走出去、引进来，将各种技术变
革、业态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
力，把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转
化为企业的发展红利，让小企
业也能做跨国大生意、成就创
富梦。

“借助义乌的供应链优势，
加上海外营销和渠道拓展，打
造线上线下闭环，我们的目标
是创立自行车出海的中国品
牌，抢占全球市场份额。”义乌
是 80 后创业者张新刚的“福
地”。20年前他来义乌时白手
起家，如今公司年销售额已突

破10亿元，创立的“洛克兄弟”
品牌多个类目霸榜亚马逊。新
年伊始，杭州、义乌旗舰店相继
开业，接下来还将在美国、日
本、德国、澳大利亚开设5家直
营旗舰店，抢抓跨境电商的变
革机遇，实现全球化发展。

作为外贸新业态，跨境电
商已成为商户拓展外贸订单的
重要渠道。目前，义乌跨境电
商主体已超26万户，速卖通、亚
马逊等主流平台均落地义乌。
2024年，义乌跨境电商交易额
已突破1400亿元，实现15.63%
的高速增长。

从“坐商”到跨境出海、品
牌出海，通过海外分市场、海
外仓、海外展、海外店等走出
去，让优质的“义乌品牌”“中
国制造”更快更便捷地触达全
球消费者，同时把世界各地的
优质产品通过义新欧、义甬舟
等带回来，为国人提供更多物
美价廉的高品质进口消费品，
这是义乌应对日趋激烈的国
内外市场竞争而采取的“两条
腿”走路，加快实现内外贸一
体化发展，构建内外双循环发
展格局。

新一轮国贸改革，义乌既
肩负着“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
建平台、为地方谋发展”的使
命，同时也为乘势而上“打造典
范 再造辉煌”，高质量高水平
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注入强劲
动力。

义乌双向发力
加速奔向“买卖全球”

中欧班列从义乌开出。 通讯员吕斌 摄

通讯员张正华报道 百业
兴旺电为先。电力消费，直观
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活力和发展态势。国网浙江省
电力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浙江全社会用电量为
6780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9.49%。电力作为经济发展“晴
雨表”，透过电力大数据，我们
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年我省

经济运行的稳健向好及其背后
的亮点。

全面正增长
杭甬双星闪耀

2024年，全省落实落细“两
重”“两新”和一揽子增量政策，
积极因素累积增多，经济运行
总体稳中有进。

用电量同样如此。去年全

省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20%，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11.61%、
7.80%、12.09%。

11个市全社会用电量均实
现正增长。宁波以1157亿千
瓦时的全社会用电量连续五年
雄踞榜首，杭州首次突破1000
亿千瓦时，达到1073.24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8.72%。杭甬双城
成为全省唯二用电量“千亿级”
城市，彰显其经济活力。

双星闪耀之外，其余地市
也不乏亮点。嘉兴以791.81亿
千瓦时的用电量，断档领先，稳
坐第三，未来几年有望冲击用
电量千亿城市。金华则以
13.23%的用电量增速领跑全
省，成为“超级黑马”，主要得益
于当地制造业持续扩张和高新
技术装备行业强劲增势。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因大用户
爱旭、晶澳、润马的新增业扩电
量，同比增长24.41%；汽车制造
业同比增长29.07%，同时带动
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需求增长
83.21%。

产业转型快
“高数新”强劲

2024年，浙江第二产业用
电量4515.50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7.80%。其中，宁波第二产业
用电量达823.22亿千瓦时，依
然是浙江第二产业的“绝对王

者”，用电量较排名第二的嘉兴
高出215.06亿千瓦时。

第二产业中工业用电量
4435.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20%，表明2024年浙江工业
保持稳进向好态势。

工 业 中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3764.86 亿 千 瓦 时 ，增 长
9.06%，跑赢工业增速。12个
行业用电量超百亿，汽车制造
业成为新晋百亿用电量行业。
新兴产业如汽车制造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等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而传
统行业如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业等低速增长或负增
长，显示出产业优化调整的趋
势。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成核心驱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标
准，制造业分为高载能行业、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消费品
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四类行
业。

2024年，浙江高技术及装
备制造业用电量1369.43亿千
瓦 时 ，占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的
36.37%，同比增长14.64%，高
于制造业增速（9.06%），对制造
业 用 电 增 量 的 贡 献 度 为
55.93%，是制造业高速增长的
核心驱动力。

汽车制造业首次进入浙江

用电量超百亿千瓦时序列，用
电量122.28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23.81%，增速在制造业31类
细分行业中排名第一。

数字经济
成为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浙江的优势产
业。2024年，浙江加快推进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数字经济
规模和能级不断提升，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用电量286.72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4.64%。其中，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用电量178.13亿千瓦时，
增 速 17.43% ，贡 献 度 达
72.19%，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中体量最大、增速最高。着眼
于城市，杭州、宁波分别以
67.36亿千瓦时和54.01亿千瓦
时的用电量在数字经济体量上
领跑，衢州和嘉兴则分别以
33.23%和22.64%的速度，在增
速上领跑。

“新三样”行业用电增势迅
猛，为浙江发展注入新动力。
2024年“新三样”相关产业行业
用电量99.85亿千瓦时，增速高
达32.69%，是制造业平均增速
的3.6倍。新能源整车制造业
用电量 4.49 亿千瓦时，增速
70.24%，成为“新三样”中的亮
点。目前，浙江已建成全国第
二大省级充电服务市场与充电
设施网络。

本报讯 通讯员钟伟报道
近日，走进浙江精工钢结构集
团有限公司装焊车间，只见10
多位青年焊工正在电光火花中
忙碌着，他们全是来企业见习
的在校大学生。

作为绍兴市柯桥区大学生
实习见习基地之一，“精工钢
构”每年都会接纳数十名在校
大学生，帮助他们实现从校园
到职场的无缝衔接。来自河南
的 王 宜 豪 就 是 其 中 一 个 。
2023年11月，他来到“精工钢
构”见习，去年8月已经转为正
式员工。“公司让我接触到很多
大项目，对提升个人技能有很
大帮助。”王宜豪说。在柯桥，
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立了大学生
实习见习基地，仅去年就新增
51家，共提供见习岗位 1323
个。

去年年初，柯桥区把青年
就业创业“展翅工程”列入十大
民生实事工程之一，通过引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设大学
生实习见习基地、新增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协调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等一系列举措，助力青
年收获事业成就与自身成长。

对于带技术、带项目到柯桥
创业的人才，柯桥区给予众多政
策支持和资金扶持，让“零基础”
创业者安心创业、专心创新。“给
予项目启动资助、场地补贴、贷
款贴息等补助，以及销售、股权
投资等奖励，‘真金白银’帮助

‘零基础’创业者创业创新，更能
释放‘创在柯桥’强磁场效应。
但这个‘真金白银’，一定要用在
刀刃上。”据柯桥区人力社保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不仅对符合
条件的群体发放创业补助，还
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目前已
累计向38人发放1620万元。

推动服务端口前置、重心
下沉、品质优化，为创业者提供
生产经营场所、事务代理、创业
指导、资源对接等专业化服务，
创新创业的通道就会越来越
宽。工作中，柯桥区依托现有
各类产业园区和高等院校，建
设创业孵化基地，进行创业成
果展示，为创业者打造低成本、
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一站
式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截至
目前，全区共有创业孵化基地
（大创园）14家，累计入孵创业
实体992家，在孵创业实体524
家，带动就业8900余人，累计
孵化成功创业实体438家，孵
化成功率达44.2%。

支持创新创业，既要着眼
于解决事关创新创业的“头等
大事”，在政策支持、资金保障
上给予重磅支持，在创新孵
化、科技服务等供给上予以重
点倾斜，还要紧盯住房落户、
子女教育、生活医疗等关键小
事，让创业者办事无忧、发展
无忧、生活无忧。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赛道上，柯桥
区出台“增值式”人才服务新
十条，以“七增值三减免”为人
才政策重磅加码，通过打造一
批“青年驿站”和“零元公寓”
构建青年社区服务矩阵。去
年，全区投用人才专项住房及
公租房 751 套，推出“零元公
寓”208套，服务见、实习学生
9000余名。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艳红报
道 “有了这个保险，我们的养
殖风险就降低了很多，对于渔
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近日，
一个好消息让椒江汇鑫元现代
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海华喜
上眉梢——浙江省渔业互保协
会在椒江签发首张大黄鱼低温
保险，承保该公司深海网箱养
殖大黄鱼，同时这也是浙江省
首单政策性大黄鱼低温保险，
省、区、市财政按照约80%的保
费补助标准进行补助。

什么是政策性大黄鱼低温
保险？“通俗来说，养殖企业与
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签订保险
订单，在保险期间内，养殖区域
日海温低于10℃（含）且持续
天数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时，
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浙江省渔
业互保协会将会给予该养殖企
业保险的赔偿。”台州市椒江区
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胡少华介绍。

大陈海域是著名的“大黄
鱼之乡”，水流、水质、水温、盐
度等特别适合大黄鱼生长，但
大黄鱼喜温怕冷，无法在海水
温度较低的情况下生存，而浙
南周边海域冬季风暴潮超警过
程出现频次多，在气候变化的
背景下，可能遇到的越冬寒潮
使得各养殖企业承担极大的养

殖风险。
“为了满足大黄鱼养殖产

业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进一步
增强渔民抵御自然风险、稳定
生产的能力，我们就想能不能
出台一个针对大黄鱼低温的保
险，但此前浙江省除风力指数
保险外，有关海上养殖的低温
保险在浙江省乃至国内均为空
白。”胡少华说。

2024年11月，大陈黄鱼新
型渔业保险入选浙江省海洋大
数据增值应用中心试点，椒江
是浙江省唯一探索新型渔业保
险的试点。“成功入选这个试
点，我们探索新型渔业保险更
有底气。椒江区农水局积极对
接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联合
推动大黄鱼低温保险的启动工
作，最终开发完成了浙江省首
个政策性大黄鱼低温保险产
品。”胡少华说。

据了解，大黄鱼低温保险
试点保费由财政和投保人共同
承担，财政补贴资金实现专款
专用。

大黄鱼低温保险的落地，
让渔业从业者吃了一颗“定心
丸”，也受到了广大养殖企业的
欢迎。自汇鑫元渔业有限公司
签约后，广盛渔业公司、广源渔
业公司、大陈岛青垦海洋牧场
等公司也将陆续签约。

首张保单落地
大黄鱼也有保险了6780亿千瓦时！增长9.49%

从电力数据看 2024 年我省经济发展新脉动

绍兴“展翅工程”
护航青年创新创业

昨日，在建德市下涯镇工
业功能区的杭州新安江工业泵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忙
于焊接、拼装、制作工业泵及化
工防腐设备产品。据悉，昨日

是该公司春节过后第一个工作
日，200 多名工人全员到岗到
位，各司其职，全力投入到各条
生产线，力争实现首季“开门
红”。 通讯员宁文武 摄

力争“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