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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政办发〔2022〕20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

位： 

《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若干措施》已经省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

贸的意见》（国办发〔2021〕57 号），做好跨周期调节，加大助

企纾困力度，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现提出以下措施。 

一、千方百计稳住国际市场份额。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创新

参展办展方式，线上线下结合开拓国际市场。持续推进“江苏优

品·畅行全球”“江苏优品·数贸全球”等系列贸易促进活动，深化

“线上展会＋跨境电商”模式，实施“一国一展”“一业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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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利用线上国际展会和对接会开拓国际市场。组织企业利

用广交会、华交会、高交会等境内国际性展会拓展内外贸销售渠

道。支持各地举办跨境电商交易会、选品会，引导企业参加跨境

电商展会。（省商务厅、省贸促会、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高质量落实 RCEP 等自贸协定。开展高质量实施《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行动，制定出台高质量实施

RCEP 政策举措。建立 RCEP 鼓励性义务探索清单、RCEP 国别商

品减税对比清单和江苏 RCEP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风险预警清单。

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市场开放承诺、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等优惠政

策，扩大服装、电子产品、机械装备、汽车零件、农产品等优势

产品进出口。深入开展“FTA惠苏企”宣传推广活动，分片区开

展“FTA 惠苏企”专题培训，发布业务实操宣讲视频，提升企业

利用 FTA 水平。（省商务厅、省贸促会、南京海关按职责分工负

责） 

三、积极扩大进口。发挥国家和省进口贴息政策引导作用，

支持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畅通集成电路等产品进

口渠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结合国际消费季和“苏新消费”

四季主题购物节活动，发展“跨境电商＋新零售”等新模式，积

极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做好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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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作，加快签约成果转化。推进昆山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建设，放大示范带动效应，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争创第二批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推动符合条件的重点进口企业申报稳外贸专

项贷款。（省商务厅、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国家开发银

行江苏省分行、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稳定加工贸易发展。保持加工贸易扶持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鼓励地方支持龙头企业争取总部订单，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强化外资对加工贸易发展的协同带动作用，开展外资补链延

链强链行动，建设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加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和功能性机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高附加值环节向江苏集聚。推

动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按照保税维修产品目录和相关

要求开展业务，支持有条件的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外企业开

展自产出口产品保税维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省商务

厅、南京海关、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加快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增强外贸新动能。以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13 个设区

市全覆盖为契机，全面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积极探索

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强化省市梯度培育机制，新认

定一批公共海外仓。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支持企业在重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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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欧班列主要节点城市布局海外仓。探索创新市场采购贸易

“江苏模式”，加大常熟“市采通”平台推广力度，引导更多中

小微外贸企业拓宽出口渠道。研究支持自贸试验区和联动创新发

展区积极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政策举措。支持符合条件的地

方申报离岸贸易中心城市。（省商务厅、南京海关、省税务局、

国家外汇局江苏省分局、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支持企业打通双循环。出台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

同质”工作举措，支持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拓展“三同”产品，

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加快提质升级，优化供需结构。鼓励有条件的

大型商贸企业、重点商品交易市场加强资源整合配置，优化国际

营销体系，拓展外贸业务。引导有较强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外

贸企业多渠道拓展内销市场，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互

促、顺滑切换。（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增强国际运力。支持港口、航运企业新开或加密航线，

突出与 RCEP 国家的近洋航线建设，优化美西、中东、欧洲等远

洋航线运输布局。增强国际航空货运能力，积极支持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恢复洲际货运航线运行；推动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恢复欧洲

航线、加密美国航线、新开日韩及东南亚航线；支持其他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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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场开辟日韩、东南亚货运航线。拓展中欧班列通道，优化线

路布局，2022 年至少新增 1 条稳定运营线路，推动自贸区专列、

跨境电商专列、邮政专列等特色班列开行，进一步扩大回程开行

数量，力争 2022 年度开行总量达到 1900 列。加强国际物流领域

重大项目投融资合作，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国际物流供应链

专项外汇贷款。（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国

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省财政厅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加强国际物流服务保障。引导大型骨干外贸企业与航运、

国际班列企业签订长期运输合同，引导各地、各行业商协会组织

中小微外贸企业与航运、国际班列企业进行对接，举办欧美、

“一带一路”等重点市场物流运输服务专场线上对接会，稳定企

业运力保障。加大海运市场监管力度，重点查处船公司、货代公

司价格违法行为，加强对大型国际物流企业的反垄断监管。落实

国家清理规范口岸收费政策措施，执行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公示制

度并强化动态调整更新，清单之外不得收费。支持具备条件的口

岸提供“一站式”收缴费服务，复制推广“一站式阳光价格”服

务模式。（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南京海关、

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0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