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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南对外贸易 

发展对策研究 

陈波
1
 

【摘 要】:湖南省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部崛起”重要省份之一，是个具有外贸地理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丰富、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潜力巨大的中部省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南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其辐

射作用对中部省份乃至全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湖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优势和劣势各

方面分析，提出了湖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设性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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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日趋明显，为跟上国际经济形势，抓住新的发展机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

跨国区域合作发展倡议，这个倡议不仅对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带各国意义深远。“一带一路”

是建设横跨亚欧的“钢铁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拉动三条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沿线国家间

货物、投资等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倡议。倡议至今，我国与相关国家签署经贸合作文件 270 余项，为我国企业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货物、服务贸易及投融资业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也促进了我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 

汤涛认为，湖南省目前与全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大体相似，主要出口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虽然能够

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迅速打开国外市场，可是，耗能大、附加值低的产品产出的产业结构方式对于湖南省长远的对外贸易

发展却十分不利，因此对湖南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十分必要［1］;甘瑁琴、周煨认为湖南在中部所有省份中占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进

行产业结构升级中更加要起带头作用。湖南省首先需要对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有深刻了解，虽然湖南目前在发展外贸中有一定成

果，但总体上湖南的外贸形势还是让人十分担忧，依旧需要对湖南目前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并提出

相应对策，使得湖南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保持稳定并加速发展;依托大学、科研院等加快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与发达国家在外

贸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与人才素质的国际化。建立有利于吸引各类人才的激励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吸引和

留住外贸人才［2］。彭铁光(2016)提出利用政策优势推广直购中心，完善湖南配套的跨国贸易流程与跨国服务。熊曦、柳思维等

(2015)指出“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新阶段需要再经贸合作主体建设、平台利用、方式深化等方面取得

新突破［3］。卢斯达(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下湖南经贸发展现状和外商投资现状，并为其经济转型提供了政策建议［4］。通过

梳理文献得出，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下湖南经济发展各方面的研究不多，本文拟就湖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研究，首先提出湖

南对外贸易发展瓶颈问题，接着分析湖南对外贸易发展现状，然后剖析湖南发展对外贸易的优势，最后，提出湖南在新时代发

展对外贸易建设性对策与建议。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南对外贸易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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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背景，湖南对外贸易取得不俗成就，口岸建设、跨境电商运输、海陆空交通枢纽建设的

国际物流发展等为湖南更广更深地开展“一带一路”贸易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但与此同时，湖南在“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发展

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园区口岸建设滞后，异地出境总额大 

湖南园区口岸建设步伐较缓慢，异地出境数量较大。目前湖南在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方面情况大致为: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封关运行，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 型)和郴州出口加工区升级为郴州综保区通过验收，并获批封关运行。2017 年综

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一线进出境货物 215．76 亿元，增长 48．4%。另外在公用保税仓和出口监管仓方面，目前有 6 家公用

保税仓和 1家出口监管仓运营，3家公用保税仓在建。2017年“两仓”进出口值 12．15 亿元，增长 1．75倍。但据相关数据显

示，湖南每年仍有大量货物不得不通过异地出境，货值几乎等同于目前省内综保区、保税物流中心以及“两仓”出口额度的总

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地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数量有限，可辐射区域范围较窄，企业出境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较

高等因素所致。 

(二)物流成本高，中小企业跨境电商发展后劲不足 

通过一些实地调研的研究发现，湖南本地中小企业大多基于国内外重要外贸电商平台从事外贸业务。除少数大批量货品需

要通关外，多数货品都通过 B2C走邮政小包等物流渠道。其中邮政成本的高低成为决定“B2C”流通量的关键因素。全国有些省

市才此方面有不俗的尝试，例如小商品之都的浙江义乌，它给与当地走国际小邮包的用户以每包 6－10 元的邮费减免，这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小商品跨境电商的发展。而湖南的情况是，对于国际小邮包不提供邮费优惠，因此实际邮费成本远高于沿海企业

所承担的邮费成本。本地企业若获取了意向性客户之后，基于邮费成本给出产品报价，自然无法与沿海企业相比，这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本土中小企业出口业务和跨境电商的发展。 

(三)本土传统产业走出去存在瓶颈，政策扶持和知识引导有待加强 

湖南许多具有本土优势产业的企业由于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渠道，以及电商运营常识及方式方法的确实，使得很多好产品很

难走向国际市场。例如益阳的竹制品就是典型。益阳竹制品其生产历史可追溯到 600 多年前的明代，具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其

制作工艺繁琐巧妙、技艺考究，工艺匠人练习数年成为熟手方才可编制成品。其产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用途广泛受众人数多，

造型多样别致，但此兼备技术工艺、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的竹制品目前却还没有完全打开海外市场，本土销售也局限于低价市

场定位。如何提高企业自身的出口业务能力，增强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实现“破零倍增”的出口突破，是许多本土原

生态产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四)海陆空干线交通辐射窄，“一带一路”物流红利获取不充分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使得大量国家层面区域内经贸协定的达成，另一方面也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设施支持和物流保障。湖南作为中部六省经济发展之首，外贸额虽领先于中部其他省份，近两年却并没有能在物流上跟上“一

带一路”大步做大扩展、大突破和大提升。根据“一带一路”官网信息显示，中西部省份的诸多城市近年来不断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通中欧直达班列、航班，且已初步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如浙江“义新欧”中欧班列全年发送 14910 个标箱，较上

年增长 84．3%;中欧班列(重庆)1 月开行量同比增长 66%，且已累计开行 1651 班;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国际航线 44条等。邻省的江西亦于 2017年 12月开通了赣州港—阿富汗首列班列。反观湖南，目前在对外贸易物流干线的车次

及专线增加的程度远不及其他中部省份。由于物流运输发展与本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不匹配，导致许多本省优势产品出口不得

不走外地通道，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物流成本。从大的方向看，湖南出口的最大市场为亚洲，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对这些

地区的年出口额都在 90%以上。湖南省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欧盟、日韩、香港、美国、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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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湖南的对外贸易有着潜在的风险。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贸易摩擦也不断加剧，技术性

壁垒也不断增多，湖南的出口面临着一些威胁。湖南省的对外贸易如果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依赖程度太高，会对自身的经济有

着潜在的经济威胁，万一出现某些事先没预料的因素，此时可能会对湖南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湖南必须提高自身应对

外贸风险的能力，发展多元化市场外贸结构［5］。随着当前产业转移的局势，湖南应积极承接沿海企业转移，致力于加工贸易发

展，优化当前湖南的外贸结构［6］。加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努力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培育湖南自身高新技术产品，优

化当前湖南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现状。加大对资源习惯产品的进口，减少资源性产品出口，有利于湖南对外贸易可形成发展［7］。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湖南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近几年湖南对外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根据长沙海关及湖南省商务厅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湖南进出口总值

2434．3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 39．8%，增幅位列全国第 4位，中部六省第 1位。其中，出口 1565．5亿元，增长 33．3%;进口

868．8亿元，增长 53．3%。从 2017年 7月份开始，各月进出口值均在 200亿元以上，12月当月进出口 287．9亿元，为年内最

高［8］。 

基于内陆人口红利、人力成本优势及呈北启南的铁路交通优势，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快线的开通和海上、空中丝

绸之路运力的提升，湖南与香港贸易额已实现多年持续增长，对欧盟及东盟贸易额也呈现稳定增长。2017 年，湖南与香港双边

贸易额为 383.3亿元，增长 27.4%;对美国贸易额 292.8亿元，增长 23.2%;对欧盟贸易额为 308.6亿元，增长 38.3%;对东盟贸易

额 271.8亿元，增长 50%。纵观湖南近年来的对外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境外企业稳步发展，沿线项目打造湖南名片 

据湖南省商务厅统计，截至 2016年底，湖南省经核准备案的境外企业共 1348家，足迹遍布全球 87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对

外投资 92亿美元，居中部六省第一，全国第十。2017年第一季度，湖南新增境外企业 14家，合同投资总额 1．6 亿美元，其中，

中方合同投资额 1．26 亿美元，实际投资额 3．08 亿美元。目前，湖南在 2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承包工程项目共 63

个，合同额共计 1．82 亿美元。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湖南制造”“湖南创造”“湖南智造”成了湖南工业在“一带一路”的

闪亮名片。 

(二)加工贸易势头强劲，原材料商品进口增长迅猛 

近年，湖南加工贸易增长强劲，意味着湖南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适应对外贸易变化、制造业升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湖南对外贸易一直以一般贸易为主，占对外贸易总额近 7成，例如 2017年，一般贸易进出口 1697．1亿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 34．7%，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69．7%。而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700．8 亿元，同比增长 52．3%。 

加工贸易的强劲增长还带来了本土企业对相关设备及某些大宗原材料商品进口额的较大增长。如以电器及电子产品为主的

机电产品进口猛增，煤炭、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亦呈成倍增长之势。2017 年，全省机电产品进口 390．3 亿元，增长 51．1%，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44．9%;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160．5 亿元，增长 69．8%，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18．5%。就具体商品而言，

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 118．5 亿元，增长 50．2%;集成电路进口 73．2亿元，增长 2．5倍;汽车零配件进口 52．9亿元，增长 13．8%。

煤炭进口 19．1亿元，增长 2．4倍;大豆进口 8亿元，增长 28．3倍。 

(三)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成为我省对外贸易的增长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力。 

一是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增长，逆差扩大、占全国比重和我省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之和)比重双提升、新兴领域增长

快、地区发展不平衡。2016年我省服务贸易进出口 51．5亿美元，其中服务出口 9．1 亿美元，服务进口 42．4亿美元，3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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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居中部六省第四位，2007－2016年，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3．9倍，但服务进口金额增长了 7．8倍。2016年，

我省服务贸易 33．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服务需求的持续旺盛反映在服务贸易领域，则是服务进口增长较快，有助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表 1所示: 

表 1 2007—2016年湖南服务贸易情况［9］ 单位:亿美元，% 

年度 服务进出口 服务出口 服务进口 
贸易差额 

 总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2007 13.1 / 7.7 / 5.4 / 2.3 

2008 16.2 23.7 7.8 1.3 8.4 55.6 -0.5 

2009 16.6 2.5 8.4 7.7 8.2 -2.4 0.1 

2010 20.2 21.7 10.1 20.2 10.1 23.2 0.025 

2011 25.2 24.9 12.4 22.8 12.9 27.7 -0.5 

2012 29.1 15.2 13.8 11.3 15.2 17.8 -1.4 

2013 31.1 7.1 11.3 -18.1 19.8 30.3 -8.4 

2014 47.4 52.4 12.2 8.0 35.2 77.8 -23.0 

2015 54.4 15.2 13.1 7.4 41.3 17.3 -28.1 

2016 51.5 -5.3 9.1 -30.5 42.4 2.7 -33.3 

 

二是占全国比重稳步提升，但数值仍然较小。2007年－2016年，我省服务贸易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服务进出口总

额占全国比重从 0．52%提升至 0．78%，我省服务出口占比自 2012年达到 0．72%的高点之后开始持续下降，2016年降至 0．44%。

服务进口比重 2007年至 2016 年持续上升。如表 2所示: 

表 2 2007—2016年湖南服务进出口占比情况［10］ 单位:% 

年度 
服务进出口 

占全国比重 

服务出口 

占全国比重 

服务进口 

占全国比重 

2007 0.52 0.63 0.42 

2008 0.53 0.53 0.53 

2009 0.58 0.65 0.52 

2010 0.56 0.59 0.53 

2011 0.60 0.68 0.54 

2012 0.62 0.72 0.54 

2013 0.58 0.54 0.60 

2014 0.78 0.55 0.92 

2015 0.76 0.45 0.97 

2016 0.78 0.44 0.94 

 

三是我省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持续上升，但是对比先进省市差距大。2011－2016年，我省服务贸易从11．7%提升至15．1%，

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服务贸易成为我省对外贸易的增长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力。如表 3 所示: 



 

 5 

表 3 2011—2016年全国、湖南等中部六省以及部分省市服务进出口占对外贸易比重情况［11］ 单位:% 

年度 
全国服务进出口 

占对外贸易比重 
湖南 山西 河南 湖北 安徽 江西 上海 浙江 广东 

2011 10.3 11.7 11.6 8.2 11.8 8.3 3.7 22.8 7.2 6.4 

2012 10.8 11.7 12.4 6.4 15.4 7.7 5.5 25.8 7.9 6.8 

2013 11.5 11.0 15.3 10.3 16.6 9.7 4.9 28.0 11.9 7.7 

2014 12.3 13.2 17.1 10.8 17.5 10.9 7.3 18.8 8.1 9.4 

2015 15.3 15.5 22.3 11.7 21.2 15.0 9.6 23.0 10.3 11.4 

2016 15.1 15.1 18.5 10.5 23.3 12.9 8.8 25.9 9.0 10.5 

 

数据来源:依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四是近年来我省新兴产业领域服务出口增长较快，2011－2016 年，我省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

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分别增长 11．8%、3．2 和 9．8 倍。2016 年，我省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

出口同比增长 72．4%和 83．4%，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服务和高附加值服务进口的快速增长，延伸了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

条你，有效提高了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成为我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我省新兴产业领域服务出口整体占比仍

然较低，2016 年，旅行、运输和建筑三大传统产业领域占比依然超过 80%，占据主导地位，表明我省推动服务贸易结构调整任

重道远。 

表 4 2011—2016年湖南分类型服务进出口情况［12］ 单位:万美元 

行业分类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运输 2879 12857 2244 10351 1524 44462 1511 53570 1936 22401 4521 8801 

旅行 101434 75398 92836 94172 82269 110663 83355 229974 87558 318816 53189 363254 

建筑 10263 1173 8876 1339 5701 4812 6057 2644 8214 11139 6258 7602 

保险服务 145 945 1659 957 46 1310 215 12625 281 4993 119 462 

金融服务 69 1141 672 1127 25 345 64 3209 580 4574 881 1735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1441 529 1428 454 1934 813 2364 969 3504 893 6042 1029 

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 577 4684 508 5693 444 8976 658 11374 3385 20531 6209 21227 

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 3376 14656 6615 24170 7886 17624 8355 26876 7428 15253 2950 7065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20 14 17 59 18 481 82 557 951 3028 142 2347 

其他服务 3333 17225 23146 14155 13645 8153 19339 9898 17558 11274 10210 10807 

 

数据来源:商务部，依据新版《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为保持延续性及对比，将技术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合并计

算，将维护和维修服务合并入其他服务。 

五是各市州发展情况。我们创新研究方法，加强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首次研究提出了各市州 2013－2016 年的服务数

据，详见表 5．总体来看，省会长沙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占全省比重高于 50%居首，株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市州，比重超

过 10%，张家界占比重平均达 6%;其他地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大约占全省比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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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2016年湖南各市州服务贸易情况［13］ 单位:万美元 

市州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长沙 156867 36343 120524 235172 38365 196807 297540 44449 253091 291046 38815 252231 

株洲 33298 11068 22230 65388 10342 55046 40222 7043 33179 36406 3669 32737 

湘潭 13569 1936 11634 16379 1854 14525 20034 2507 17527 19855 1406 18449 

衡阳 16822 4159 12662 20323 3494 16829 22124 3337 18787 23727 2248 21479 

邵阳 3788 1575 2212 5441 929 4512 7171 1108 6064 7543 1421 6122 

岳阳 17020 10190 6830 26967 10523 16444 36892 14357 22535 30916 6249 24667 

常德 10790 5324 5466 19025 6108 12916 24956 7289 17668 22271 2740 19531 

张家界 22808 21966 842 30386 28608 1778 30113 27971 2142 24172 21703 2469 

益阳 5566 3111 2455 7031 1684 5347 8006 768 7238 8577 590 7987 

郴州 16103 11840 4263 23613 14098 9515 28001 15926 12075 22024 8522 13503 

永州 2216 679 1537 4437 709 3728 5995 312 5683 6849 229 6620 

怀化 3453 1127 2325 5847 1624 4223 7812 2213 5599 7692 1184 6509 

娄底 6177 2586 3591 11060 2772 8287 10771 1908 8863 10063 377 9686 

湘西 2656 1588 1068 2629 890 1739 4207 2207 2000 3707 1368 2339 

合计 311132 113493 197639 473696 121999 351697 543845 131395 412450 514848 90519 424329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服务贸易数据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出。 

(四)主力军民营企业深入国际市场，外商投资强劲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及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对接战略，民营企业日益成为湖南进出口业务的主力军
［14］。“一

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运输壁垒，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费率，为湖南中小民营企业深入对外贸易产业链提供了政策保障

和物流支持。2017 年，湖南民营企业为进出口主力且比重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增幅尤为强劲。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度民营企

业进出口总值达 1546．1 亿元，增长 47．3%，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3．5%，比上年提升 2．3 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总值 557．2亿元，增长 34．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22．9%。 

(五)人口红利日趋凸显，三大主导产业增幅明显 

湖南历来为人口大省，是改革开放之初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湖南经

济的发展和产业园区的建设、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力度的加大，急需大量的熟练技工。随着受到规范化培训的务工人员回流，具

备熟练专业技术和良好职业素养的人员为湖南近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和技术保障，是湖南新时代的人口

红利。2017 年，湖南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得益于“人口红利”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三大主导产业且增幅明显，其

中出口机电产品 735．5亿元，增长 37．9%，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 4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226．8亿元，增长 44．7%，占同期

全省出口总值的 14．5%;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307．3 亿元，增长 31．1%。 

四、湖南对外贸易发展的优势 

湖南对接“一带一路”具有交通、产业互补、合作历史悠久等诸多优势。首先，在交通方面，湖南位于呈东启西的交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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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京广高铁与丝绸之路节点城市相连，沪昆高铁与东盟相通，水路直达东部沿海港口，与珠三角、北部湾也有便捷通道。另

外，湖南一批海关特殊监管区相继获批，水、陆、空口岸先后开放，为对接“一带一路”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第二，在产

业互补方面，湖南拥有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冶金、有色、建材、能源等传统优势产业;在 2012 年商务部首次发布的我国跨国

企业 100强中，湖南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和华菱集团榜上有名;湖南在种植、育种、农机等方面也拥有国际先进技术，与沿线国

家加速推进工业化、加强农业合作开放的意愿和需求十分契合。第三，在合作历史方面，近年来，省内一批重点企业远赴海外，

在沿线国家建成了一批产业园区，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特别是通过国际工程总承包，带动技术、资金、人才走出去等方式，

积累了宝贵经验。第四，科教人文方面，湖南是国家重要科教基地之一，综合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十，新闻出版、电广传媒等

极具国际竞争力，为湖南开展与沿线国家合作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一带一路”宏伟蓝图下，中国很多省会脉动都发生了嬗变。上世纪末，湖南省就已开始布局装备制造业，中间起起伏

伏，历经繁荣———衰退好几个来回，但湖南始终没有放弃这一产业，集中全力培植，孵育，蛰伏，蓄势待发。2008 年爆发金

融危机，全球熄火，中国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马车头从出口转向投资，推出了大规模基建投资计划。《第一财经》说得很直白，

这些计划大多是铁路、公路及机场等建设，长沙的很多产业恰好满足了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需要。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

两家公司为代表，湖南省的装备制造业不断开拓国内市场，频频收购洋企，日子蒸蒸日上，撑起了湖南工业的一大片天。2008

年，湖南适时提出要打造长沙“中国工程机械之都”，2011 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装备制造基地”。这个城之重器，让湖

南榜上了中国“基建狂魔”的历史进程，顺利分享到几轮“大放水”的红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到武广高铁，从川藏铁路到

从珠三角三环八射的城际轨道，从北京中国尊到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哪里没有湖南装备制造业的影子。每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数十万台挖掘机，将形成的大数据输往湖南，甚至可以构建出一个独特的“挖掘机指数”，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凉热”的风向标。 

五、“一带一路”促进湖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针对上述利弊，扬长补短，湖南对外贸易发展要取得重大突破，必须利用好“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紧紧抓住产业梯度转

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在不断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

发展新格局的前提下，着重从以下方面用力。 

(一)通过加大园区口岸建设带动本省对外贸易增长 

园区口岸建设应与省内不同地区的外向型产业形态相适应，与不同地区外向型产业发展规模相适应［15］。湖南各地方政府应

调研本地区具有进出口产业优势的企业或产业集群，依托本地区外向型企业、产业集群或产业链的抱团式发展，在产业集群周

边构建配套的园区口岸及物流体系。根据外向型产业的形态、特点及出口贸易物流形势，构建符合本地外向型产业需求的物流

体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资源及政府间物流协定，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本地特色产品的潜力，开设对口

空运直航、水路直航、中欧班列等。根据实际出口运力增长的需要加大现有口岸吞吐量建设，为本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助力。 

(二)多方降低跨境电商物流成本 

依托国家“一带一路”的优惠物流政策出台适应湖南本地的物流优惠措施，如参考学习江浙义乌等地的跨境小邮包补贴政

策，为本地跨境电商小邮包的出境运输提供物流补贴，具体操作层面可采取单个邮包直接减免运费，或为跨境小邮包出口大户

提供阶梯邮费补贴(因地制宜对阶梯补贴划定不同等级)等，不断降低本地产品出境运输物流成本，提高湖南本地优势产业的国

际市场竞争力，助力湘品打造国际市场品牌。 

(三)为“湘企湘品”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和思路引导 

通过政策宣讲、出口动员等一系列活动促进“湘企湘品”树立走出去的意识信心。通过搭平台(政企信息共享互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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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路子(举办产品推介活动等)，为湘瓷、湘绣、湘茶等本地特色产业突破出口业务瓶颈打开通路。湖南商务部门应加大与“一

带一路”国家、城市的联系沟通，为本土企业投石问路、打前站，作为本土企业的宣传大使多频次、高强度地推荐本土优势产

品，以政府间互访为契机将本地产业、产品送出去，充分发挥政府间互联互通、信息媒介的职能。 

(四)充分挖掘“一带一路”物流红利，提速湖南海陆空跨境运力 

“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国家给中西部地区物流产业发展建设以极大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16］，湖南应充分发挥中部引领

的区域优势，改造扩容一批重点港口、物流园区、多式联运枢纽，如金霞港、黄花机场口岸、城陵矶口岸等，为湖南本地外向

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流支持和配套。应创新物流模式，构建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的新型物流业态，创建湖南本地

口岸、物流公司一体化信息的中介平台，为出口企业提供透明、便利、快捷、高效的物流询价、报价服务及一整套出境货物运

输解决方案。依托技术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的物流体系构架理念，建立集“通道+枢纽+网络+平台”为一体的新型物流体

系。 

(五)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为新兴产业技术贸易营造良好环境 

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装备制造业)培育和发展的步伐，不断提升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能力，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更多

的社会力量对科技创新的关注和支持，弘扬创新创业精神，营造宽容失败、敢于创新的氛围，不断优化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的

外部环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引导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投

入到国家新兴产业发展中来，创办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不断壮大经济发展规模，提升湖南经济发展和新兴企业创新效

率。 

(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逐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突破性创新投融资机制 

很多新兴技术企业由于在财政和投融资政策上的支持力度有限，特别是中小型新兴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只能靠自身投入，

导致这些企业的科技创新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为此，各市、州、县政府部门应当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引导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尝试利用互联网金融、众筹融资平台等新型金融业态融资。要合理利用外来资本，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资本，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型企业的直接投资。另外，还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兴产业领域，并充分

利用 BOT 等融资手段，加大对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发展的支持，力争促进形成“财政拨款、金融贷款、企业自筹、社会集资”

的多元化、多渠道科技创新投融资新体系。 

(七)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构建适应新兴产业服务贸易发展需求的人才支撑体系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面向国内外，特别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力引进一批支撑新兴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所

急需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重点围绕长、株潭一体化具有比较优势的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针对

性地规划建设一批高端创新型人才培养基地，为战新兴产业对外贸易发展培养一批过得硬的领军人才。同时，要鼓励校企合作

联合定向培养新兴产业领域各层次人才，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企业联合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和工作站，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创新型人才。另外，还要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贸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实

施“走出去”的研发战略，尝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研发机构，柔性引进高端研发人才，为解决各省市高

端创新人才引进难、留不住的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路径，多管齐下，逐步建立起适应新兴产业对外贸易创新发展需求的人才支撑

体系。 

(八)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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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服务贸易功能区，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我省基础环境日益改善，具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良好条件，积极争取支持在我省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较为集

聚的地区，如湘江新区、浏阳生物工业园开展服务贸易发展试点，积极争取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支持，积极争取在

我省建设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和中医药服务示范机构。 

最后，要通过在境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机构或引入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的方式，吸引国际高科技人才，

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打造更高端的产学研创新平台，要不断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政策和机制，推进构建“一带一路”

科技资源共享信息系统，为湖南新兴产业领域增值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对外贸易的突破性创新提供全方位资源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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