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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在错综
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外贸“马车”
表现如何？海关总署 12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2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

观察半年数据可以发现，规模
上，从3月以来，我国月度进出口规模
稳定保持在 3.5万亿元以上，上半年
进出口规模迈上21万亿元，贸易规模
再创新高；增速上，二季度外贸同比
增长7.4%，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
别提高 2.5个和 5.7个百分点，季度走
势持续向好。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
员陈红娜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
货物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

尤其是出口端，同比增速持续回
升至6.9%。路透社、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CNBC）等多家外媒评价
中国出口表现“超出预期”。法新社
在报道中指出，出口历来是拉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6月数据看，
月度出口已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

支撑这些成绩的主要因素有哪
些？

从外部因素看，全球贸易形势好

转有力拉动了我国外贸稳定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预测，

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6%，
2025年将延续今年的复苏势头，预计
增长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
预测，今年包含货物和服务的全球贸
易量将增长3%。

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需
求有所恢复、全球科技行业进入上行
周期等诸多因素也给外需回暖带来
利好。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口
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同比
增长8.2%，占出口比重的近六成。其
中以汽车为例，我国汽车出口同比增
长22.2%，总体增长势头不减。此外，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呈现良好势头，
上游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6.5%。

从内部因素看，今年以来，在汇
率、信贷、保险、税收、跨境电商海外
仓、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多方面，我国
接连推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对外贸
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稳固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

得益于上述举措，上半年，灵活
性高、自主性强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同
比增长 11.2%，继续保持我国外贸第

一大经营主体位置；对欧盟、美国等
传统市场进出口回暖的同时，我国还
不断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等新兴市场贸易往来日
益紧密。

陈红娜分析认为，外贸向好势头
得到延续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风险
因素，仍要看到上半年进口小幅回
落、月度环比增速出现波动等挑战，
我国外贸依旧承压前行。

展望下半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亚东表示，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
势仍然比较复杂。主要表现在：外需
增势并不稳固，主要市场补库存力度
和持续性有待观察，加上地缘政治、贸
易壁垒、航运价格等干扰因素增多，企
业接单履约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当前，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外贸发展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创
新能力日益增强，外贸新动能、新优
势不断培育。陈红娜表示，不论是加
快推进多边贸易协定谈判进程，为外
贸出口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还是鼓
励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为代表的
外贸新业态创新发展，提速外贸企业
数字化进程，这些都为外贸结构性调
整和优化提供更有力支撑，外贸实现
全年“质升量稳”目标基础更坚实。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
管总局、国家外汇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
同 更大力度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2日对
外公布。

意见围绕稳外贸、稳外资、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对
外投资合作等重点领域和促融资、防风险、优服务等关键环
节，提出 5方面 11条政策措施。一是推动外贸质升量稳，优化
外贸综合金融服务。二是促进外资稳量提质，加强外资金融
服务保障。三是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和对外投资合作，
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服务。四是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发展，优
化支付结算环境。五是做好跨境贸易、投资与金融风险防控，
守牢安全底线。

意见强调，要完善对接合作，加强商务与金融系统常态化
沟通交流，做深做实“总对总”“分对分”合作；要做好落地实施，
鼓励各地方、金融机构结合实际细化支持举措，强化政策协同，
放大组合效应；要加强跟踪监测，及时共享进展情况，总结推广
典型经验做法。

商务部财务司负责人说，意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着力解决经营主体反映的融资
难、融资贵“老问题”和融资堵点、结算卡点、风控痛点“新梗
阻”。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有关部门和金
融机构深化协作，推动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更好支持跨境贸易
和投资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联合国7月 11 日电 联合国 11 日发布的
《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结果摘要》报告显示，预计世界
人口将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约103亿的峰值，到本
世纪末回落至约102亿。

联合国十年前的预测认为，全球人口在本世纪内达
峰的可能性仅为30%。

报告指出，导致世界人口提前达到峰值的原因包括
若干人口大国的生育水平降低，全球女性平均生育子女
数比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减少了一个，在超过一半的国家
和地区，女性平均生育率低于 2.1，近五分之一的国家和
地区目前的生育率极低，终生平均生育率不到1.4。

报告称，截至 2024年，6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
已达到峰值，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在未来30年预计将
下降 14%。另外 4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计将在 2025
年至2054年间达到顶峰。其他12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
预计将在2054年之前持续增长，并可能在本世纪下半叶
或之后达到峰值。

报告还指出，2024年，全球约有470万名婴儿是未满
18岁的母亲所生，这种情况对这些年轻母亲及其孩子的
健康等有严重负面影响。

报告显示，世界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增加。到2070
年代末，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将超过18岁以下的
人口数量。到2050年代末，全球超过一半的死亡将发生
在80岁或以上的年龄段，这比1995年的17%有大幅增加。

新华社上海7月12日电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获悉，上海12日签发我国首张电子口岸签证。

为进一步推动普通签证电子化改革，提升我国签证
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我国签证制度体系，国家
移民管理局决定，自即日起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试点签发电子口岸签证。

当日13时许，来自新加坡的钟先生乘机抵达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持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电子口岸
签证，经边检机关查验确认后入境。作为第一位持我国电
子口岸签证入境的外国人，钟先生说：“电子口岸签证申办
和使用都很方便，无需再换发纸质签证，体验非常不错。”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口岸签证处处长叶伟说：
“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指导下，我们提前做好电子口岸签证
试点签发各项准备工作，会同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已为符合条件的1300余家企业单位办理了备案手续。”

电子口岸签证可全程网上办理。经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审核备案的邀请单位，可登录上海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电子政务平台，代申请人提交签证申请信息。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按程序受理、审批，可为符合办
理口岸签证条件的外国人签发F字（访问）、M字（商贸）、R
字（人才）、Z字（工作）和S2字（私人事务）电子口岸签证。

电子口岸签证签发后，邀请单位登录上海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电子政务平台代为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口岸签证确认书》PDF电子文件并发送至申请人，申
请人可将确认书下载保存在电子设备或自行打印。

电子口岸签证一次入境有效，入境有效期为 15日，
停留期不超过 30日，入境口岸为上海所有对外开放口
岸，出境口岸为全国任一对外开放口岸。电子口岸签证
与纸质签证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上海签发我国首张
电子口岸签证

7月12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来自新加坡的钟先
生展示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电子口岸签
证。他是第一位持我国电子口岸签证入境的外国人。

新华社发（陈浩明摄）

季度走势持续向好，“质升量稳”基础坚实
——解读2024年中国外贸半年报

四部门发文
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出土的越国原始瓷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联合国：世界人口将在
本世纪80年代中期达峰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你是否想过，我
们所居住的城市，曾经的样貌是怎样的？

12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浙江绍兴稽中遗
址、江苏盐城盐业考古、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
景龙门遗址、江苏淮安城市考古等4项历史时
期城市考古最新进展，揭开古代城市的发展演
进和时代变迁。

这些考古成果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
在浙江绍兴稽中遗址，我们或许可以一窥

战国时期，越国大型建筑基址的风采——
这里，发现有越国与汉代建筑基址。其

中，战国时期遗存包括 1组大型建筑基址和 1
眼水井。这是考古发掘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确
认存在战国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经碳十四
检测，相关遗存距今约2500年，为探寻越国都
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这里还清理确定两汉高等级建筑遗
存，并且首次发现包含墨书“会稽”“山阴”地名
的汉代木刺实物，以及汉代墨书“如律令礼”文
字陶片，这些都是两汉郡县考古的重要发现。

盐，背后有哪些古代都市“烟火”日常？江
苏盐城盐业考古，铺展开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的
生动画卷——

盐城亭湖区的沙井头遗址，发现规整的汉
代道路，较为密集分布的水井，成规模、多类型
的排水设施，以及房址等重要遗迹；盐城东台
市的缪杭遗址，发现唐代盐业生产中的引蓄
水、摊场、淋卤等工艺流程相关遗迹；盐城大丰
区的后北团遗址，发现南宋至明清时期盐灶、
淋卤坑等制盐遗迹。

由汉至唐，由南宋至明清，考古发现让千
余年来制盐工艺的技术传承发展跃然眼前，也
进一步明晰了我国江淮东部盐业生产历史发展
脉络。透过这些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我们仿
佛可以看到在这里居住的人家、劳作的先人。

《清明上河图》描摹的汴河两岸风貌令人
神往，当年的北宋都城东京是怎样的繁华？我
们把目光投向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
址——

这一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都城城门遗址，城门整体
结构为一门三道式，由门道、隔墙及两侧墩台
构成。

相关考古负责人介绍，景龙门遗址为认
识北宋东京城结构布局、建筑制度提供了重
要实证，也是古今城市文脉传承赓续的又一
生动案例。

水脉连着文脉，大河润泽百姓。通过江苏
淮安3处考古新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大运河流
淌千年所经历的变迁——

记者了解到，考古工作发现，庆成门遗址
是淮安旧城的西门，完整揭示出主城门、瓮城及
排水系统的整体格局，新路遗址是一处保存完
整、格局清晰的明代街巷类遗址，板闸镇遗址是
一处明清时期市镇遗址，为研究大运河漕运、盐
运和关榷税收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有关专家介绍，这3处遗址再现了明清时
期大运河沿线的繁荣景象，反映了大运河沿线
市镇发展、人地关系演变及河道治理与变迁，
是研究运河漕运、盐运和关榷税收等问题的重
要实物资料。

让城市留住文脉，让人们记住乡愁。
从绍兴到盐城、从开封到淮安……历史时

期城市考古正破解现代都市的文明“密码”，让
我们可以认识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寻常巷
陌，感知古老城市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记忆。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们躬耕田野、胼手胝
足，带来更多新发现，将让古老文明的面貌变
得更加清晰。

“考古中国”破译城市文明“密码”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出土的战国与汉代建筑基址遗迹（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