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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良介紹，過去十年，中國與共建國家貿易規模指標顯
著提升，進出口規模從2013年的10.11萬億元，攀升至2022年
的18.95萬億元，累計增長87.4%，年均增速達7%，較同期中
國外貿整體增速高1.5個百分點，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重也
從39.2%提升到45.4%。

產業緊密聯繫貿易合作基礎穩固
今年是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十周年，為全面展示十年成

就，中國海關編製了中國與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貿易指數，
由2013年基期的100，升至2022年的165.4。十年來，中國與
共建國家貿易結構指標總體呈上升態勢，2022年達到118.9，
表明中國與共建國家產業結構更加契合、產業聯繫更加緊密、
貿易合作基礎穩固。

貿易互利程度方面，呂大良表示，十年來中國與共建國家
貿易互利程度總體呈快速提升態勢，2022年貿易互利指標達
164，反映中國與共建國家間開放合作、互惠共享程度不斷加
深。目前中國是共建國家中114個國家的前三大貿易夥伴，是
68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也是74個國家的最大進口來源
地，以及35個國家的最大出口市場。

貿易促進作用方面，呂大良說，十年來中國與共建國家貿
易促進指標整體呈明顯上升態勢，2022年達到217.3。中國對
外承包工程出口，近九成面向共建國家，港口、鐵路、橋樑、
海外產業園等一系列共建項目陸續落地。同時，中國與共建國
家國際物流通道持續拓展，有力促進了貿易增長。他以 「中歐
班列」 為例說，十年來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從2013年的80列，
快速增長到2022年的1.6萬列，目前已經通達25個國家的200
多個城市。

RCEP將深化區內經貿往來
此外，東盟繼續穩居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地位。首三季中國

對東盟進出口4.68萬億元，同比增長0.8%，佔中國外貿
15.2%。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表示，在中國出口的佔比
中，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持續上升，反映中國出口市場結構
進一步優化，以及抗外部衝擊能力的增強。申萬宏源宏觀研究
部負責人王勝認為，中國出口早前承壓，更多是與發達經濟體
更注重發展本土製造業，從而相應減少進口需求等有關。中國
出口的中期機會仍源自對非發達經濟體 「藍海市場」 的開拓，
尤其是新興國家內需鏈驅動的領域。

呂大良表示，中國海關將繼續升級發展與共建國家的多雙
邊合作機制，大力推動貿易安全便利、檢驗檢疫等領域合作，
繼續推動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行穩致遠。他稱，隨着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全面實施，中國─東盟
自貿區3.0版談判加快推進，雙方合作領域將進一步拓展，經
貿往來將進一步深化，互利共贏的 「蛋糕」 將越做越大。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進出口
總值達到30.8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其中，與共建 「一帶一
路」 國家實現進出口14.32萬億
元，同比增長3.1%，佔進出口總
值的46.5%，更勝整體進出口表

現。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昨介紹，中國與
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貿易指數由2013年基期的100，
升至2022年的165.4，預示共建 「一帶一路」 對貿易的
促進作用持續增強。隨着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的
深入推進，相關貿易暢通更加便捷高效，貿易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和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水平將進一步提升，
貿易有望實現更高水平發展。

一帶一路挑大樑 外貿額佔比超46%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責任編輯：譚澤滔 美術編輯：蕭潔景

成績矚目

潘功勝：中國經濟向好 幣策續穩健

全球需求趨緩 中國首三季出口逆市增

人行：房貸利率調低 樓市轉活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表示，當前供需兩端發力支持房地產市
場平穩運行。隨着各部門、各地方政策措施出台落實，近期
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積極的變化，重點城市交易活躍度上
升，銷售和市場預期均出現邊際好轉。下一階段，人行將發
揮好貨幣政策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繼續堅持 「兩個毫不動
搖」 ，聚焦重點，對結構性矛盾突出領域加大支持，更好服
務經濟高質量發展。

人行昨日公布，9月末中國存量住房貸款加權平均利率
為4.29%，比上月末低42個基點，取得了顯著的下降幅
度，新增房地產開發貸款、個人住房貸款回升明顯。9月房
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合計，較上月多投放1000多
億元，保持明顯回升態勢。

5000萬宗存量貸款完成減息
鄒瀾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工作已基

本接近尾聲。」 目前，絕大多數借款人已享受到實惠。目前
已有近5000萬筆、22萬億元完成下調，利率平均降幅為
0.73個百分點。9月25日到10月1日實施首周，有98.5%符
合條件的存量首套房貸利率完成下調，合計4973萬筆、
21.7萬億元。調整後的加權平均利率為4.27%，平均降幅
0.73個百分點。

鄒瀾稱，存量房貸利率降低對前期在利率較高時購房的
工薪階層和個體工商戶，效果尤為明顯，存量房貸利率調整
顯著影響整個合同期限的利息支出，預計此項措施的效應將
持續發揮，並逐漸惠及整個經濟運行。

【大公報訊】記者海巖、倪巍晨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
功勝出席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時強
調，近期中國經濟指標持續改善，經濟發展
保持恢復向好態勢，積極因素日益增多，經
濟結構不斷優化。中國人民銀行將精準有力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為實體經濟提供更有
力支持。

首九月放貸近20萬億
人行昨公布，今年前9個月，中國新增人

民幣貸款19.7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多增1.58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增量29.33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41萬億元。9月單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2.31萬億元；社融規模
增量4.12萬億元，市場此前預期，9月新增貸

款、社融規模增量分別為2.5萬億及3.7萬億
元。9月末M2增速為10.3%。

人行表示，9月新增貸款較7月、8月增長
勢頭明顯回升，廣義貨幣供應量餘額增速維
持10%左右的較高水平；企業貸款加權平均
利率持續處於歷史低位，新增房地產開發貸

款、個人住房貸款回升明顯，小微貸款、製
造業中長期貸款增長繼續快於全部貸款。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分析，儘
管9月新增信貸同比少增，但居民融資邊際改
善，尤其是當月居民中長期貸款新增5470億
元，僅低於2020年同期的6362億元，這或與
「穩地產」 政策措施落地等有關。

人行表示，人行下階段將繼續精準有力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貨幣信貸的
政策效能，支持實體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長，不斷推動經濟運行持續好
轉、內生動力持續增強、促進經濟良性循
環，並將繼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效
能，發揮好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的重要
作用，支持銀行更好地實現企業融資和居民
信貸成本穩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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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中國
與共建 「一帶一

路」 國家進出口規模
由2013年的10.11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攀升

到2022年的18.95萬億
元，累計增長87.4%，年

均增速達到7%，總值佔比由

39.2%提升到45.4%。2023
年前三季度，進出口規模已達

到14.32萬億元，進出口總

值佔比升到46.5%。

資料來源：
《共建 「一帶一
路」 ：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重大實
踐》白皮書及海

關總署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海
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人民幣計價
中國進出口同比微降0.2%；出口增長
0.6%，進口下降1.2%。海關總署統計分析
司司長呂大良介紹，前三季進出口分別為
9.72萬億、10.29萬億和10.79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二、三季度中國進出口均超10
萬億元，保持歷史較高水平。9月進出口創年
內月度新高，若剔除工作日差異影響，當月
進出口同比增長0.9%。

呂大良表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外貿進
出口平穩運行、積極向好。世界經濟復甦和
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巨大挑戰，中國外貿面
臨的外部環境依然複雜嚴峻，但中國出口綜
合競爭優勢仍然穩固。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
表示，首三季中國外貿平穩的表現，是在全
球需求趨緩，周邊主要外貿國家出口大幅下
滑、中國進出口商品價格回落，以及去年高
基數等困難環境下實現的，彰顯出中國外貿
的充足韌性。近兩個月中國製造業新出口訂
單邊際改善，未來全球需求仍有望保持擴

張，加之中國外貿充足的韌性、活躍的外貿
新模式，以及不斷增強的新動能，後續出口
料續改善勢頭。進口價格及去年同期基數等
拖累因素的減弱，未來進口也有望進一步改
善。

華金證券首席宏觀及金融地產分析師秦
泰相信，今年以來，中國先進製造業投資加
速， 「進口替代」 能力的提升也有助貿易順
差保持一定優勢，預計
2024年中國出口增
長約2%。

指標

M2餘額
M1餘額
M0餘額

人民幣貸款餘額
人民幣存款餘額
新增人民幣貸款
新增人民幣存款
社融規模增量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萬億元
（元人民幣）

289.67
67.84
10.93
234.59
281
2.31
2.24
4.12

同比變幅
（%）

+10.3%
+2.1%
+10.7%
+10.9%
+10.2%
-7.1%
-14.8%
+15.9%

中國9月
金融數據表現

哈薩克學者：一帶一路助當地產品外銷
【大公報訊】 「一帶一路」 倡議廣獲

好評。哈薩克世界經濟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艾達爾．阿姆列巴耶表示，10年前，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首次提出共同建
造 「絲路經濟帶」 倡議，10年後的今天，
「一帶一路」 正在創造新的前景，且在兩
國領導人的引領下，中哈成功實施了幾十
個 「一帶一路」 重要合作項目，惠及了兩
國人民，促進了共同發展。

艾達爾．阿姆列巴耶接受傳媒訪問時
形容，中亞五國是共建 「一帶一路」 的關
鍵國家。 「我親自走訪了一些 『一帶一
路』 計劃企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
達爾說，開設在哈薩克西部的瀝青工廠，
令哈薩克不僅滿足了自身瀝青產品需要，
還滿足了整個中亞的需求；中國公司在哈
薩克開展菜籽油加工、奶粉製造等業務，

為當地農民創造了機會，產品廣銷到中國
和東南亞市場；透過與中國江蘇連雲港共
建過境貨物運輸通道，哈薩克得以加入海
運國際貿易行列。

艾達爾．阿姆列巴耶表示，這些具體
事例表明， 「一帶一路」 倡議取得的輝煌
成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

真正民心相通工程
艾達爾說，儘管當今世界經濟處於困

難和動盪局面，但展望未來十年， 「一帶
一路」 的前景樂觀。他指出， 「一帶一
路」 本質上也是一種基於合作與發展的反
危機方案。

「 『一帶一路』 不僅是經濟合作、設
施聯通項目，更是一個真正的民心相通工
程，將各國人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艾達爾表示， 「以人為本」 是 「一帶一
路」 的核心要義之一，這項倡議將人們緊
緊團結在一起，讓不同國家的人們可以在
交流互鑒中發現自己的潛力。

中國外貿
同比變幅
按人民幣計價

指標
進出口
出口
進口

貿易順差
（億元人民幣）

按美元計價

指標
進出口
出口
進口

貿易順差（億美元）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前三季
-0.2%
+0.6%
-1.2%

4.4萬

前三季
-6.4%
-5.7%
-7.5%
6303

9月份
-0.7%
-0.6%
-0.8%

5587.4

9月份
-6.2%
-6.2%
-6.2%
777.1

首三季主要夥伴貿易變幅

貿易夥伴

東盟

歐盟

美國

日本

「一帶一路」
共建國家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總值

4.67萬億

4.15萬億

3.46萬億

1.65萬億

14.32萬億

進出口

+0.8%

-1.5%

-8.2%

-6.5%

+3.1%

出口

+1.4%

-4.6%

-10.7%

-2.2%

-

進口

-0.2%

+4.6%

+0.4%

-10.5%

-

▲中國上月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
出口14.32萬億元，同比增長3.1%。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攝

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外貿概況

首三季進出口達14萬億 海關總署：實現高水平發展

進出口總值（億美元）
外貿總值佔比（%）

（人民幣計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