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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是跨国企业展示的舞台，也是中国企
业采购的良机。今年，江苏组织9100多家单位、
近4万名“买手”开启探宝之旅，从高端装备到日
常消费品，从绿色能源到健康医疗……江苏交易
团不仅致力于降低采购成本、扩大选择范围，更着
眼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提升本土产业的
创新力和竞争力。

“我们公司主要面向国内食品加工厂，以及大
型冷冻品肉类交易市场批发商供货，今年我们继
续和丹麦的‘老朋友’签订100万美元意向协议，
他们是欧洲最大的猪肉出口商之一。”江苏红太阳
国际健康农业有限公司已连续6年参展，公司肉
类事业部总监严黎表示，进博会筛选的展商都是
当地有实力的供应商，在产品质量、品牌知名度上
有保障，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集中沟通交流的平台。

江阴采购商、吉麦隆生鲜总监顾晓阳采购了
一批具有差异化和性价比的产品。哈萨克斯坦的
面粉、埃塞俄比亚的苹果、葡萄牙的烘焙起司球，
被他抢先“加入”购物车，待后面进一步商议付款
方式、物流运输等细则。“我们企业第一次参加进
博会收获满满，以后我们将不断加大国际采购力
度，为消费者甄选来自全球的优质好物。”顾晓阳
说。

“进博会从第一届办到第七届，我也从‘参观
者’变成‘合作商’。”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虹桥品汇）常州分中心总经理王小磊介绍，2022
年第五届进博会期间，虹桥品汇在常州设立分中

心，成为进博会展示交易平台拓展的重要一步。
“虹桥品汇常州分中心引进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0多种商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遍
全球’。”本届进博会，他们团队采购的商品涉及美
妆、日化、酒水、奶制品等五大品类，其中酒水类亮
点颇多，公司成为法国拉菲红酒常州一级代理商。

除了各类日用消费品，以高端装备为代表的
工业品也是江苏企业的采购重点。11月6日，创
新材料巨头杜邦公司与苏州张家港保税区在进博
会杜邦展台，签署高性能特种润滑剂项目合作协
议。去年9月，杜邦汽车胶粘剂一体化生产基地
在张家港投入运营。该投资项目正是在2018年
首届进博会上，由杜邦与张家港市政府签订，也是
最早的“参展商变投资商”的成功案例之一。

“自第二届进博会上我们与卡特彼勒公司签
下大单，此后每年都要追加采购。”江苏中交新能
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涛表示，众多国际
一流的产品和技术在进博会上展示、碰撞、翻新，
不仅为企业采购尖端产品带来便利，也有助于提
升自身生产效率，增强服务客户能力。今年得益
于非洲市场订单量的翻倍增长，中交新能源将继
续深化与卡特彼勒公司的合作，计划在进博会上
采购350万美元的燃气发电机组。

“我们被陶氏公司绿色低碳的生产理念所吸
引，例如使用再生设计材料和生物基材料，有助
于推动低碳循环和提升回收效率。这次参展，我
们不仅收获更多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求物资，

也优化了采购模式，降低了综合采购成本，加深
了与合作伙伴的沟通。”亨通高压公司采购经理
张寅表示。据了解，苏州的亨通集团在进博会上
采购了美国陶氏公司的电缆绝缘料、芳纶等四类
材料，总金额约1010万美元，用于推动公司的工
程项目。

进博会会场内外，“集中签约”成为关键词。
在“相约进博·2024南京专场经贸对接会”上，多
家国内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签约品类涵盖胶印
机、空调、医疗器械、保健产品、美容个护工具、粮
油农产品、肉类冷冻品等18个项目，涉及金额超
30亿元。南通借进博会东风，与跨国公司总部举
办对接会收获满满，其间土耳其科森集团投资7.1
亿美元的绿色聚酯新材料等21个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今年，国机集团重要成员企业江苏苏美达
集团签约项目12个、采购金额超16亿美元，引进
的高端装备、技术设备将为江苏制造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助力。

江苏各地交易团也在继续挖掘采购潜力。泰
州交易团完成一笔5000万美元大豆采购订单，苏
州交易团的“购物车”里则有不少“舌尖上的好
物”。无锡交易团大军中，技术装备和汽车领域采
购商占半数以上。大型省属外贸集团苏豪控股集
团，发布的合作需求包括中亚品牌消费品采购、小
麦饲料粉采购等，服务江苏共建“一带一路”的贸
易和投资需求。

来源：新华日报

11月9日，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常泰
长江大桥上下层钢桥面主体铺装全部完成。这
是这座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全线贯通后，工程建
设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进展。常泰长江大桥连接
江苏省常州、泰州两市，是长江上首座集高速公
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三种方式于一体的过江
通道。据了解，常泰长江大桥预计2025年上半年
基本建成。

新华社发（汤德宏 摄）

今年“双十一”，包邮的风吹
到了海外。

从一日大促的狂欢冲刺，到战
线足月的促销长跑，这个颇具气象
的消费“节日”已迈入第 16 个年
头。人们不禁要问，“双十一”还
能“加载”出什么新内容？

如果将视角对准跨境市场，会
发现另一番气象——

近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日本、韩国等地正式加入淘宝天猫
境外“包邮区”；京东全球售则新增
马来西亚、泰国两大包邮站点。相应
国家与地区的用户下单满一定额度
后即可享受免费送货权益。

包邮效应作用下，海外“爆
单”加速。大促刚开始，仅参与淘
宝天猫跨境包邮的商家中就有近7
万家成交翻倍增长。

时针拨回7月，服饰商家主理
人陈巧智报名了国内电商平台针对
服饰品类的全球包邮计划。他告诉
记者，搭上跨境快车“出海吃螃
蟹”确实获得了可观收益，自家的
大码女装店铺仅开卖7天就获得了
20多万元的海外订单。

女装品牌 CHICJOC 创始人娄
辰则表示，在出海包邮的尝试中，
他 想 看 到 的 不 仅 是 “ 卖 货 到 海
外”，更是通过在品质服饰、原创
设计领域深耕，将中国品牌真正推
向全球舞台。

而到了“双十一”期间，支持
跨境包邮的商品品类丰富度进一步
提升，从服饰扩展到美妆、3C 数
码、潮玩、母婴、家居、运动户外
等多品类、多行业。

低成本、轻操作，是大促期间
大多数商家的感受。商家拥有货权
和定价权，可以基于现有的平台

“一键”开通海外市场，无需增加
额外运营成本；在收到海外订单
后，商家只需将货物发至国内的集
运仓，后续物流环节交由平台完
成；当海外消费者提出退货退款
时，由平台承担成本……

创新的物流体系、支付解决方
案等为这场“包邮到世界”的长途

“拉练”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
跨境业务的横向推进，离不开纵向
深挖消费者“末梢”需求，根据细
分品类因地制宜、优化供给。

旅居日本大阪的霍先生常在中
国电商平台进行“反向海淘”。今
年“双十一”期间，淘宝在日本包
邮的门槛是199元人民币。霍先生
选择一次性结算多样商品，实现物
流费用减免。待各个商家的包裹到
达集运仓后会被统一配送到目的
地，整个过程只需1周左右。

“国内商品性价比很高，而且
样式太丰富了！手机壳就是很好的
例子，尽管是个小配件，但款式多
到让你挑不过来。”霍先生说。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
洪 勇 看 来 ， 中 国 制 造 全 球 “ 圈
粉”，得益于完善的供应链体系。
这可以保证生产的灵活性和效率，
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不
断创新产品设计。而今境外“包邮
区”扩围，于中外企业而言，是将

“供应链”转化为“共赢链”的机
遇。

随着市场的成长、基建的完
善，包邮体验有望“牵手”更多国
家与地区。更多像跨境包邮这样的
创新之举，将让“地球村”上的商
流、物流、信息流日益紧密。

来源：新华网

从“双十一”跨境包邮看电商新风尚

常泰长江大桥钢桥面主体铺装完成

11月10日拍摄的建设中的常泰长江

大桥（无人机照片）。

在“家门口”买遍全球优质好物

进博会江苏交易团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