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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11个月江
西外贸进出口 5286.1亿元，规模居
全国第 17 位。其中，出口 3692 亿
元，出口规模居全国第 13 位；进口
1594.1亿元，增长 11%，进口规模居
全国第19位、增速居全国第8位。

从月度走势看，出口环比回升，
进口规模保持高位。11月，江西外
贸进出口 452.6亿元，规模创 6个月
来新高，下半年来呈现出趋稳回升
走势。其中，出口 280.8亿元，环比
回升13.4%；进口171.8亿元，规模仅
次于上月达历史次高，同比增长
2.6%，环比小幅回落2.5%。

从经营主体看，生产型企业进
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龙头企业带动
作用突出。前 11个月，江西生产型
企 业 进 出 口 3604.5 亿 元 ，增 长
13.9%，占全省外贸比重（下同）较去
年 同 期 提 升 13.4 个 百 分 点 至
68.2%。其中，出口 2330.2 亿元，增
长 15% ；进 口 1274.3 亿 元 ，增 长
12%。从具体企业看，前 20强企业
中 14家保持增长，其中外贸龙头晶
科能源、有色产业龙头江西铜业、锂
电产业龙头赣锋锂业、电子信息产
业龙头赣州富联精密、汽车产业龙
头江铃等均保持较快增长。

从贸易伙伴看，对东盟、美国等
进出口有所恢复，对拉美、中国香
港、中东等市场进出口保持增长。
前 11 个月，对东盟进出口 923.7 亿
元，占17.5%；对美国进出口541.1亿
元，占 10.2%，其中 11 月环比增长
34.3%；对欧盟进出口 520 亿元，占
9.8%。同期，对拉美、中国香港、中
东、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 556.5 亿
元、420.6 亿元、328.4 亿元和 322.5
亿元，分别增长 6.2%、13.6%、14.5%
和 22.1%，合计占 30.8%，比重提升
5.8 个百分点，上拉全省外贸增速

3.2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保持

增长。前 11个月，江西一般贸易进
出口 3949.1亿元，占 74.7%；加工贸
易进出口 1207 亿元，增长 9.5%，占
全省外贸比重提升 3.7个百分点至
22.8%；保税物流进出口 111.6 亿
元。从新业态看，通过海关跨境电
商综合管理平台进出口规模保持全
国第六；市场采购新增出口4亿元，
在全国 21 个有市场采购出口记录
省市中居第16位。

从出口商品看，“新三样”和部
分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前
11 个月，太阳能电池出口 321.6 亿
元，增长 40.1%；汽车及零部件出口
181 亿元，增长 90.2%，其中电动载
人汽车出口60.9亿元，增长19.1倍；
氢 氧 化 锂 出 口 207.5 亿 元 ，增 长
34.6%，锂电池出口 41.9 亿元，增长
1.6倍。电子信息产品中，自动数据
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 165 亿
元，增长 1.6%；无线耳机出口 138.7
亿元；手机出口 134.7 亿元，增长
19.9%；平板显示模组出口 87.4 亿
元，增长 1.3倍。同期，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667.5亿元。此外，农产品
出口 44.6 亿元，增长 7.1%；铜材出
口44亿元，增长22.9%。

从进口商品看，初级产品进口
需求保持旺盛。前 11个月，江西进
口初级产品736.6亿元，增长26.7%，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46.2%。其
中，进口锂辉石 240.9 亿元，增长
57.2%；进口铜矿砂158.9亿元，增长
32.4%；进口纸浆 88.9 亿元，增长
14.8%；进口木材 23.6 亿元，增长
33% ；进 口 粮 食 21.9 亿 元 ，增 长
9.1%。此外，集成电路进口 49 亿
个，增加1.4%，进口值303.9亿元。

（全媒体记者 胡燕梅）

从近日举行的 2023 中国医药工业
发展大会上，记者了解到，我国医药工
业加快创新发展，整体水平跃上新台
阶，供应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有效满足
了人民健康需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会
上表示，将巩固提升原料药制造优势，
发展壮大抗体药物、新型疫苗等生物
药产业，促进产业加快向价值链高端
延伸。

审评审批效率提高

医药工业包括化学药制剂、原料
药、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是关系国计民
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近年来，
我国加大力度推进医药工业发展，不断
完善政策体系，推动医药工业一批龙头
企业规模壮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
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工信部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
我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速
为9.3%，利润总额年均增速为11.3%，发
展基础更加坚实、产业体系进一步优
化，医药工业不断提质增效。同期，全
行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 20%，基础研
究取得原创性突破。创新药、高端医疗
器械等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医药储
备体系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
业企业超过一万家、增加值占全部工业
增加值比重约4%，大宗原料药产量约占
全球 40%，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 2
位，一大批创新药、重点疫苗、中药复方
制剂和高端医疗器械获批上市。”金壮
龙说。

药品审评审批效率持续提高。国
家药监局副局长雷平透露，我国药品平
均审批用时已从 2017年的 16个月压缩
到12个月，审评在法定时限内的完成率
由 15.1%提高到今年上半年的 98.8%。
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累计批准创新药
品 142 个、创新医疗器械 235 个。一大
批新药、好药、创新医疗器械成功上市，
在有效保障各类临床需求的同时，还加
速扬帆出海，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贡献中国力量。

引导产业合理布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表示，我国生
物医药研发在国际上已处于第二梯队
前列位置，取得重大历史性进步，进入
创新跨越新阶段。

在医药工业创新发展实践中，中央
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张玉卓介绍，据初步统计，中央企
业在医药工业和医药服务业总收入超
过8000亿元，拥有近万个药品及医药器
械生产注册批件。2022年，在医药工业
领域的总营收约为1100亿元，多家企业
市场份额稳居国内前列。

在疫苗、血液制品、现代中药、医疗
器械等领域，中央企业建设了百余个
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推出一系列拳
头产品。生产供应超过 80%的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全力支撑短缺药品，实现
保供稳价。

张玉卓表示，中央企业将加大研发
投入，瞄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聚焦高
端化学药、中药名方、高端医疗器械等
领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
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
国药。同时，鼓励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
家级医药研发平台建设，支持具备条件
的中央企业牵头打造跨领域、大协作、
高强度的创新基地，与地方国有企业、
其他所有制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精
诚合作，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努力形成
行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要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金壮龙说，

“要积极引导医药产业合理布局，打造
一批创新高地和高水平产业集聚区。”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专家指出，随着医药原始创新难度

加大，行业要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
置，避免低水平竞争和资源浪费，不断
提升创新水平。

金壮龙表示，要鼓励支持企业加大
创新投入，开发更多创新产品，不断提
升产业化技术水平。“加强政产学研医
深度合作，畅通各个环节，完善推广政
策，加快新产品产业化市场化步伐，推
动创新产品尽早上市。”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目
前，我国中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供应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在医药产业中的占
比超过五分之一，已成为我国医药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

“要进一步强化政策供给，加大保
护力度，维护中医药发展安全，切实把
中医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
争优势，以中药产业的迭代升级为医药
工业高质量发展增光添彩。”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副局长王志勇说。

着力深化开放合作，努力营造互利
共赢的良好产业生态，是医药工业优化
创新资源的关键。张玉卓表示，中央医
药企业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一起积极
布局全球，开拓国际市场，与跨国医药
企业加强合作。

金壮龙强调，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研发中心和创新药生产基地，支持国
内企业通过合作开发、技术许可等方式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鼓励企业
开展国际认证，加快疫苗、创新药、高端
制剂和医疗器械“走出去”步伐，积极参
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

（据《经济日报》）

医药工业跃向价值链高端

山西运城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输液
塑瓶生产车间。 （据中经视觉）

前11个月
江西外贸进出口
5286.1亿元

江苏省常州市新能源汽车新车渗透
率达 38.1%，1月至 11月新能源整车产量
超 60 万辆，占江苏产量 2/3，同比翻一
倍。这是记者 12 月 12 日从在常州举行
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亚洲“一带一
路”伙伴绿色发展政策经验分享会上获
悉的。

常州动力电池产销量约占全国五分
之一。据常州市市长盛蕾介绍，当地致
力于打造新能源产业高地，动力电池的
产业链完整度已达97%，拥有新能源领域
的专利数达 2.5 万件。常州工业产值规
模约 2 万亿元，其中新能源产业产值达
7200亿元左右，力争到 2025年新能源产
业规模超1万亿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与发
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表示，对发展中国

家自身来说，要解决碳排放问题，唯一的
方案是发展更加有韧性的绿色经济。常
州不断进行结构性转型，在新能源和电
动车发展等方面持续走在前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
长顾学明说，亚洲国家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伙伴，同中国互为密切经贸合
作伙伴，研究院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等国际组织一道，共同为亚洲发展
中国家绿色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分享会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
合主办，江苏常州经开区承办，来自中
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土
耳其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
官员、专家学者等60多人出席了会议。

（据新华社）

江苏常州：

新能源汽车新车渗透率达38.1%

▶ ◀龙头企业带动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