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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要打入国际市场，最需要外贸
人才。为有效解决外贸企业人才缺乏
的问题，我市先后多次举办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业务培训，并在邵阳经开
区、邵东经开区建立园区外贸综合服务

中心，免费为企业提供咨询、退税、核销、
报关、报检、信贷、融资、国际物流等业务
指导，不断提高外贸公共服务能力。

为了帮助企业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推进优势产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创
新交流，着力扩大“朋友圈”，我市继续实施

“万企闯国际”“邵品出邵”行动，精心筹办
东盟进出口产品交易会，并积极组织企业
参加中非博览会、进口博览会、广交会，开
拓国际市场。市委、市政府近年来着力发
展跨境电子商务，支持外贸企业设立海外
贸易仓和体验中心，并开展跨国经营，扩大
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通过健全外贸
综合服务体系，我市基本解决了想做外贸
的企业“不会做”出口生意的问题。

做外贸，企业最担心的是没有订单。我
市着力帮助企业加大国际市场开拓，解决企
业“没订单”的问题。今年，我市组织引导300
家企业参加近100个境内外专业性展会，在

展位上积极争取，在政策上大力支持，邵企
邵品在广交会、进博会等国际性展会上非
常抢眼。今年6月，我市组织15家发制
品企业与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共50余
家企业一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中非商
城开办假发一条街，使之成为我市发制

品在非洲的重要窗口。继去年首次在第
124届广交会上成功主办湖南出口产品暨邵
阳优质特色产品全球对接会后，今年11月，
我市又组织68家企业在老挝万象举办湖南
装备制造暨邵阳名优产品走进东盟经贸博览
会，帮助企业推产品、找客户、接订单。

企业做外贸，最大的难题是缺资金。近
年来，我市落实“三单融资”政策，解决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定期举办银企
对接会，完善融资担保平台，积极帮助中小企
业拓宽融资渠道。我市“中小微外贸企业出
口无资产抵押担保融资”合作担保公司担保
企业数、合作银行放款笔数、放款金额均居全
省第二，仅次于长沙。另一方面，我市大力推
进出口信用保险，解决外贸企业收款难的问
题。我市打火机、发制品、箱包等重点出口行
业实现集中覆盖，东亿电气、阳光发品、美丽
来、立得科技、信华食品、洞口肉食等行业龙
头企业实现全部承保。在出口信用保险承保
金额、承保企业数、客户覆盖率、保单融资金
额等方面，我市一直位居全省第二。今年1
月至11月，全市外贸企业出口信保承保金额
3.19亿美元、融资金额2.19亿美元、报损金额
89万美元、赔付金额25.9万美元。

保姆式服务 精准式帮扶

全市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从 2015 年底的 168 家迅速增长
到现在的605家，全省排名第二，
仅次于长沙市，其中民营企业占
92%。民营企业一直以来是我市
出口创汇的主力军，邵商成了出
口创汇的生力军。

2013 年以来，我市首倡“迎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每年召
开全球邵商大会，充分利用邵商
人脉资源抱团建园。同时，鼓励
在邵企业“穿针引线”，吸引更多
企业、产业来邵“安营扎寨”。

产业向优势培育。面对日

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我市
通过“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
器换人”，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
造升级，实现了“老树发新枝”。
我市先后重点培育了打火机、发
制品、箱包、鞋业、裘革五大优势
产业，并成功打造邵阳发制品、邵
东打火机和箱包三个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示范基地，占我省同期获
批量的三分之一。

引进向抱团转化。全市发

挥邵商优势，大力引进外向型加
工企业抱团回乡入园，为我市外
贸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1月至11月，抱团回乡入园
的皮草服饰企业实现进出口
14.63亿美元，同比增长117.5%，
占全市出口总额的43.6%。

园区向升级迈进。在推进
产业向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
中的过程中，我市全力推动产业
升级改造，不升级不入园，入园

必升级。通过攻关共性技术、流
程再造和智能化改造，传统的发
制品、箱包、打火机、裘革、小五
金、印刷等特色产业园区已“鸟
枪换炮”，再不是旧日的模样。

企业向“破零倍增”壮大。
市委、市政府坚持从政策上引
导、资金上扶持、技术上提升、服
务上跟进，大力实施“破零倍增”
工程，推动“邵阳制造”向“邵阳
智造”转变，有力推动了外贸企
业扩能增产。今年，全市共有
253家企业实现“破零”、107家企
业实现“倍增”。

民企是主力 邵商有担当

12月24日，阳光发品一车满载着发品的集装
箱正在装车发往美国。今年该公司出口创汇超过
4487万美元，连续多年保持高位增长。

今年我市有253家企业实现了出口创汇“零
突破”，107家企业出口业绩实现了倍增。全市这
么多企业锐意出口创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市
外贸平台强劲，通关能力大大增强。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为我市量身定制了湘
商产业园建设、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保税改革试点等支持政策。我们注重发挥政
策的引领作用，先后出台了降低实体企业成本21
条、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创业发展15条、物流业
降本增效 19 条、保税改革 16 条和优化政务环境
10条等政策措施，把政策‘优惠’转化为企业‘实
惠’，突出打造‘开放强市’平台，为对外贸易

‘通筋活络’。”刘事青指出，我市注重发挥政
策优势，全力打造外贸平台，大批企业家有
机会、有实力抢夺国际市场了。

一是打造园区平台。我市着力推进
湘商产业园建设，累计开工建设标准厂房
522万平方米，竣工497万平方米，投产418
万平方米；签约企业863家，入驻636家，投产
562家，实现产值513亿元、税收21亿元，带动就
业5.6万人，在2018年全省“135”工程三年综合评
价考核中排名第一。今年，我市按照“突出特色、
产业招商、集群入驻、生态培育、量身定制、个性服
务”的原则，着力打造“135”工程升级版，新开工建
设标准厂房255.5万平方米，竣工71.8万平方米，
投产 40.4 万平方米。同时，进一步完善园区水、
电、气、通信、路网等基础设施，改善园区生产生活
条件，为企业创造“拎包入住”“安心创业”的各种
条件。

二是打造保税平台。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的关怀下，邵阳海关即将正式开关，我市企业将
结束异地通关历史，实现在“家门口”报关报检。
立得科技、东亿电气、兴雄鞋业、连泰鞋业等建成
一批企业自用型保税仓，首家公共保税仓和出口
监管仓获批运营，同时还有邵阳保税物流中心、进
口商品保税展示中心和9个县市公共保税仓或出
口监管仓在建。我市外贸迎来爆发式增长，出口
总量和有实绩的出口企业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仅
次于长沙。其中，东亿电气出口金额突破1亿美
元，我市再现出口破亿企业。

三是打造承接平台。我市将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作为“一号菜单”，强力推进产业兴邵，加
快“一核一带多点”布局和“沪昆百里工业走廊”建
设，变单点支撑为集群发力，打造了一批“百亿企
业”“千亿产业”“千亿园区”，累计承接企业500余
家，承接境外投资200亿元。今年，“推进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
合发展”高峰论坛系列活动在我市举行，全省产业
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在邵阳召开，解决企业

“愿不愿来”“敢不敢来”“赚不赚钱”“安不安心”的
“邵阳经验”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政策优势足 外贸平台强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外贸出口连续4年实现年均增长35%以
上。截至今年11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33.51亿美元、同比增长68%，其中出口32.65亿
美元、同比增长71.3%，出口总量、退税额和有实
绩出口的企业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仅次于长沙
市。12月25日，在全省外贸可持续推进大会上，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作典型发言。我市外贸
出口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在全球出口下滑、经济下行的今天，我市不
沿海、不沿边，却连续多年保持外贸出口高速增
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报记者特走访相关
企业和部门，探寻其中奥秘。

特别报道

出口创外汇出口创外汇 邵阳邵阳大作为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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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连泰鞋业有限公司生产线。该
公司主要生产女鞋、休闲鞋，产品主要出口
欧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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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我市着力推进湘商产业园建我市着力推进湘商产业园建
设设，，狠抓招商引资狠抓招商引资，，增强对外贸易后劲增强对外贸易后劲。。图图
为航拍下的邵阳经开区湘商产业园为航拍下的邵阳经开区湘商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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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邵阳经开区的邵阳阳光
发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收购、加工、
研发和销售人发制品及工艺品为一
体的外向型民营企业，高端顺发生
产规模全国领先。图为该公司车间
生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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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创亿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
的自用型保税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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