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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易团36个采购项目集中签约
抓住“买全球、卖全球”的巨大进博商机

第二届进博会会期过半， 展客商的面对面咨询、 一对一交

流，已擦出炙热火花。 昨天，上海交易团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的

36 个采购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而光明、锦江等集团也分别签订

了一系列意向订单……

乘势而上，签约项目量质“双提升”

作为上海交易团的四大采购商联盟之一， 大型零售采购商

联盟是进博会采购交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去年首届进博会期间，

该联盟签约 29 个项目，今年则乘势而上，签约项目数量及质量

实现“双提升”。

去年，百联集团旗下进口食品供应链公司“百联优安”与澳

大利亚最大葡萄酒集团“富邑”签下订单。今年，双方的进口商品

意向签约金额和品类均较去年实现翻番。

绿地商贸集团总经理薛迎杰透露，截至目前，绿地商贸主要

采购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商品，签约金额较去年提

升 15%。 他透露，去年的订单已基本落地，“这些产品非常受消

费者欢迎，进口品牌方曾经因为当地节庆放假工厂停工，还跟我

们打招呼说要‘断货几日’。 ”

记者获悉，今年大型零售采购商联盟的成员也得到充实。目

前联盟成员单位数量已达 27 家，较建立初期增加 6 家。

把最新展品第一时间放进“购物车”

众多“全球首秀”“亚洲首秀”“中国首秀”在进博会上甫一亮

相，就被上海交易团的专业买手相中，加入“购物车”。

强生公司安视优欧舒适全视线智能感光隐形眼镜刚刚在进

博会现场做了“中国首秀”，就被三联集团相中，而且立刻签约。

三联集团总经理柳昊雁介绍， 这款智能隐形眼镜能在光线条件

发生变化时做出调整，符合消费升级趋势下的需求。 她表示，今

年三联与“强生视力健”通过进博会达成了更深层合作，引入多款更

具有科技感的产品，不仅能弥补市场缺口，也将进一步提高企业在

市场上的竞争力。 此外在大健康产业方面，百联集团旗下的第一

医药与欧姆龙、罗氏诊断、3M 中国等境外品牌商签约，未来这三

大品牌将成为第一医药布局零售终端销售的重要合作伙伴。

据了解， 此次零售联盟集中签约项目涵盖的进口商品种类

相较以往更丰富，包括食品、服装等与民生相关的各个品类。

立体采购体系促进精准交易

今年上海交易团规模再度扩容，搭建起“2+4+18+X”交易保

障体系架构，同时，“6 天+365 天”交易服务平台也增加了更多

“新面孔”，有效促进精准交易，提升交易效率。

就在前一天，上海交易团国资分团举行集中签约仪式，上海

农商银行、科创投集团等 14 家企业集团就 25 个项目集中签约。

签约结束后，不少企业仍在不断下单，锦江国际旗下全球采购平

台昨天与加拿大羽绒床上用品品牌圣纪旎芙达成合作， 后者是

首次参展且以前从未进入过中国市场。

昨天，“全球食品集成分销平合” 也完成了 6 个批次、28 个

项目的集中签约，进一步加快建设企业国际供应链的步伐。

今年 10 月，上海 18 家“6 天+365 天”交易服务平台新获授

牌， 它们正逐步成为进博会展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对接渠道

和承接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的重要载体。

“四叶草”单日客流创新高
进博会开幕以来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协议千余项

本报讯 （记者周渊）据统计 ，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前三天单日客流量

均高于首届， 其中，6 日客流达 22.7 万人

次，刷新“四叶草 ”———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落成以来最大单日客流，比首届同期

入场人次增加 25%。交易方面，迄今为止，

共有约 1200 家参展商和 2600 家采购商

实现多轮次“一对一”现场对接洽谈，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协议千余项。

第二届进博会会期已过半， 在昨天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副局长刘福学介绍了开展以来相关情况。

国家展成为第二届进博会热门展，多

国著名历史古迹、特色景观、风土人情吸

睛无数，展台亮点活动也悉数登场。 国家

展展区 6 日迎来首个客流高峰，最大实时

在馆人数达万余。 截至目前已接待国内外

近百个代表团。

企业商业展同样人气爆棚，七大展区

各个展台人头攒动，现场洽谈、交流气氛

热烈，面对大客流情况，各馆应对有序，总

体运行良好。 展商们普遍反映本届观众层

次更高、专业性更强、洽谈意向更明确。 前

三天，各省区市政府部门、央企、大型民营

企业、境外采购商上百个高级别团组进馆

观展。 此外，每天还有数千人次体验位于

北广场的室外汽车创新技术及自动驾驶

专区和冰雪专区。

“买买买”之余，各项配套活动也有序

展开。 截至 7 日，共举办 258 场配套活动。

本届进博会在展馆北厅新设 “展示发布平

台”，6日起已举办互动演示、走秀等发布活

动 25场，以及文化公益演出活动 32场。

为保障签约洽谈有序进行 ， 截至 7

日，主办方为各地方交易团、央企交易团、

国家卫生健康委交易团提供了 89 个档期

的签约服务。 同时，展馆内设置了 5 个贸

易洽谈区， 提供商务设施和相对独立空

间。 记者获悉，目前各交易团正在收集、统

计交易情况，相关数据将于明天发布。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供需对接会：促见面，更促交易
从匹配客商采购需求到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为期三天的第二届进博会展期供需

对接会昨天落幕， 不仅将海内外展商客

商 “牵” 到一起， 更跨越地理限制， 让

无法亲临会场的采购商也能同享进博会

红利。 商业通路不断扩大的同时， 消费

者也因此受益， “足不出户、 买遍全球”

成为现实。

需要轮候的 “视频对接
室”，满足企业远程采购需求

今年的供需对接会上 ， 红底白字的

“视频对接区”字样十分醒目，不少展商甚

至拖着行李箱在外排队轮候。 越南新安康

贸易有限公司昨天刚刚与来自河北的一

家连锁超市达成初步意向，

双方决定就咖啡 、

茶叶等功能性

饮品交易

进行下

一步深入交流。

负责视频对接区的中国银行总行普

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年综潜告诉记者，

今年进博会首次引入视频对接区，通过这

套视频对接系统， 企业不必专程来上海，

就可直接在中国银行设置的8个分会场内

与这些海外展商进行视频交流。

早在一年前举办的首届进博会上 ，

年综潜就发现， 不少国内客商其实也有

采购需求，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亲临

现场参与洽谈。 “今年的视频对接区非

常火爆 ， 不少企业都早早预定了位置 ，

甚至还有不少企业冲着专门的展商而

来。” 年综潜说。

银发经济、 冰雪体育正当
时，专业展区满足专业需求

为让参与供需对接会的采购商能迅

速购买到心仪商品，本届进博会专门设置

了银发经济、冰雪体育产业对接专区。

设置银发经济产业专区，是为了呼应

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养老服务需求，而冰

雪体育产业专区则可以为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做好充足准备。

此外，今年的中银对接会助手 App 专

门还新增了“临客注册”功能，企业可以像

逛淘宝一样，将心仪企业加入自己的 “购

物车”，再扫码生成自己的“意向清单”。 只

要将这份“意向清单”交给现场工作人员，

就可以顺利匹配到感兴趣的展商 ，进

而开展商务洽谈。

聚合贸易链各个环节 ，

帮助小微企业抓住商业机会

以进口为主题的进博会， 最终目

标是要促成更多企业交易。 不少小微

企业虽然在进博会上嗅到了商机 ，但

苦于本身资金实力不足， 加上缺乏抵

押物，较难从银行获得贸易融资支持。

针对这一现象， 中国银行上海市

分行在第二届进博会期间携手上海最

大对外贸易平台之一———东方国际集

团 ，推出 “中银—东方 ”星 E 贷服务方

案， 为广大小微型贸易企业带来包括

普惠金融、进口通关、物流仓储管理等

全流程综合服务解决方案。

上海益洁食品有限公司是这一全

新融资模式的首个“尝鲜者”。 据了解，

该公司在供需对接会上与一家澳大利

亚企业签下订单，将引进一批优质牛肉

产品。 在解决了融资问题后，益洁进口

的这批牛肉很快就会抵达上海自贸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保税仓库，走入更多中

国消费者家中。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占悦

交易幕后

汽车馆内， 众多观众围着展出的新车型近距离看个仔细， 甚至坐进驾驶室体验一番。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供需

对 接 会 上 ，

中外客商积极接

洽。 本报记者 袁婧摄

22.7万人！

进博会传递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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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我认为， 中国以进博会为契机， 通过深化改革， 正

在再平衡国企、 民企和外国企业的关系， 引导三者有序发展，

服务中国经济， 并有助于经济全球化。 中国推出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六条举措，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 这些措施将使外国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获得新动力。

记者：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经济

全球化是历史潮流， 指出应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近

年来世界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化遭遇逆风。 请问您怎

么看待这一问题？

李成：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彰显中国推进全球化的坚

定决心， 这是值得世界各国称赞的。

在全球化问题上， 我们应当看到， 大多数国家仍然坚守自

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我前些天前往东南亚访问， 发现东盟、 日

本、 韩国等在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有很大区别。 这些国家

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推进高水准多边经贸机制

建设， 更希望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 这次东盟峰会宣布完

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的谈判， 这将构筑全球最

大规模的自贸机制。 中国在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

盟等发展中经济体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

议， 期待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入合作。

我认为， 由于美国政治经济的需求和其全球视野， 迟早会

重返多边机制。 （本报华盛顿 11 月 8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