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首次迎来二手车大规
模海外采购团。5月28日，四
川整车贸易全球行系列活动
——四川省首届二手车出口供
采对接会在成都市双流区举
行，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格
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伊朗、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越南、埃
及、尼日利亚10个国家近40家
海外商协会和汽车贸易企业代
表团“上门扫货”。

活动现场，“四川省二手车
出口企业海外合作机会清单”首
次亮相，“四川省二手车出口行
业联盟自律公约”正式发布，8个

“海外汽车产业商协会常态化联
络中心”集中挂牌，7大二手车出
口贸易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合作
金额超10亿元。超300家国内
外企业代表及商协会代表现场
进行了深度交流对接。

外商“引进来”
10国采购团来四川买二手车

当前，国际环境急剧变化，
外部冲击影响加大，我国正大力
推进外贸多元化发展，积极降低
对单一国际市场的依赖，开拓与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
其中，二手车出口成为我国外贸
的新亮点，“一带一路”新兴市场
释放了巨大的商机。

“他们均来自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都是带着订单和需求
而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

车出口分会会长黄若愚告诉记
者，本次来访的10国外商中有
12家海外商协会代表，皆是当
地行业龙头，拥有一大批会员
企业。

俄罗斯亚洲工业家及企业
家联合会副主席高尔基·利亚布
采夫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对接
会，正是将中国供应链优势与全
球市场需求精准链接的桥梁。”他
还在致辞中抛出合作项目——共
建俄中二手车交易平台。

此外，本次活动主办方将
邀请外商们走进车间与市场，
与本土企业“面对面”谈生意。
5月29日，他们将实地考察中
国（四川·双流）二手车出口基
地展销中心——四川宏盟二手
车交易市场、锦和二手车商业
综合体和澳康达二手车商业综
合体以及极氪&领克工厂。

资源“走出去”
首创海外常态化联络机制

数据显示，2024年，四川汽
车保有量达1623万辆，其中成
都汽车保有量排名全国第一。
如何将数量优势转化为商业价
值？越来越多四川车商将目光
投向海外。

为此，四川在全国首创海外
汽车产业常态化联络机制，首批
与俄罗斯、伊朗、格鲁吉亚、越
南、尼日利亚等6个国家的8个
汽车商协会“牵手”，在中国（四
川·双流）二手车出口基地设立
了8个“海外汽车产业商协会常
态化联络中心”。通过联络中心
实现海内外汽车产业最新信息
的交互，积极寻找双方汽车产业
相关企业的投资与合作机会，提

供双方汽车相关政策咨询与解
读、活动组织与策划、人才交流
与培训等服务。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四川
省二手车出口企业海外合作
机会清单”，梳理了一大批四
川省企业在海外布局的包括
汽车展厅、海外仓等在内的海
外资源，邀请更多四川车商以
机会清单为“跳板”，积极拓展
海外市场。

订单“拿回来”
7大项目签约金额超10亿元

在签约仪式环节，7个二手
车出口重大贸易合作项目现场
集中签约，合作金额超10亿元。

“这次我们有2100辆二手
车出口，签约金额约3亿元。”作
为签约方代表，成都宏盟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与盟海空通運（香港）
有限公司贸易签约，目标市场
是柬埔寨，车源均来自成都双
流本地。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签约
中方企业均来自中国（四川·双
流）二手车出口基地。

2024年 3月，我国全面放
开二手车出口业务。2024年8
月，中国（四川·双流）二手车出
口基地正式启动。不到1年时
间，二手车正在快速为当地创
造价值。从出口额来看，去年4
个月卖了10亿元，今年1至3月

已经卖了3.7亿元。这次又拿
下10亿元……今年初定的20
亿元年终“小目标”不难完成。

“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在全
国也不多见。”四川整车贸易公
共服务平台运营总监胡方君认
为，这得益于基地构建了二手
车出口全产业链生态圈——围
绕“一基地、两平台、六中心”，
整合二手车出口贸易链路上展
示交易、整备维修、认证检测、
车务服务、口岸关务、跨境物
流、海外仓储、海外售后及供应
链金融等约100家服务机构，为
二手车出口贸易提供一站式供
应链交付服务。

内外“两手抓”
打造一体化发展“双流样本”

目前，中国（四川·双流）二
手车出口基地已构建起“国内
车源整合+海外渠道拓展”的双
向流通体系。

双流区正以二手车贸易为
抓手，深度推进内外贸一体化
发展。数据显示，2024年双流
区实现二手车内贸纳统交易额
33.5亿元，同比增长超300%，
实现外贸出口额约10亿元，增
长超800%，形成了“内贸支撑
外贸、外贸反哺内贸”的良性循
环，为全国二手车内外贸一体
化发展提供了“双流样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主办方供图

四川省首届二手车出口供采对接会现场。

四川首次迎来二手车大规模海外采购团

10国外商组团来川买二手车 签下超10亿元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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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名人探秘“顶流”三星堆
5月28日，“中国式现代化

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四川
行”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感受古
蜀文明韵味，了解三星堆考古
发掘及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国内博物馆“顶流”，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自开馆以
来，游客络绎不绝。即使当天
是星期三，博物馆内也略显拥
挤，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几岁孩
童，都在讲解员带领下，认真聆
听几千年来的历史回响。一个
个青铜器面前，也围满了拍照
留念的游客。

“三星堆最珍贵的是青铜
器，它构建起几千年前独特的
青铜文明。”跟随讲解员，网络

名人们也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
录，特别是在青铜人头像、青铜
大立人、黄金面具和青铜神树
等出圈的“网红”青铜器前，大
家展现出高度的兴趣，不时向

讲解员表达自己的疑惑，讲解
员也一一作答。

“看着巨大的青铜器、陶
器、玉器和象牙，就像在跟几千
年前的古蜀人对话，他们跟我

细细讲述那段神秘的历史，让
身为四川人的我更加有文化认
同感。”博主“折翼丛林”一边参
观一边感叹。

作家李月亮在参观时听得
尤其认真，这是她第一次来三
星堆博物馆，前期查阅过很多
资料，对此行充满期待。

“深感震撼，三四千年前的
古蜀国文明，留下了太多超出
我们想象的印记，十分惊艳，令
人触动。今天在这里和古蜀先
民相遇，像是完成一场跨时空
的对话，这体验很奇妙。”李月
亮说，虽然时空转变、文明迭
代，但人类对生活的热情和向
往不变，我们现代人也会继续

创造灿烂文明，也许在千万年
后，同样会惊艳后世。

据介绍，三星堆博物馆基
本陈列以“三星堆：沉睡数千
年 一醒惊天下”为题，分设

“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
地人神”三大展区，共展出三
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1500余件（套），全面、系统地
展示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及最
新研究成果。2019年以来，新
发现三至八号祭祀坑，出土象
牙、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
文物17000余件，三星堆“再醒
惊天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勇 赵奕陈光旭 摄影报道

5月28日，网络名人参观三星堆博物馆。

创新双约束机制
破解矿业融资困局

与传统授信不同，兴业银行
在此次业务中创新引入《矿山环
境保护补充协议》，将8年期贷款
利率与矿山环境保护进行挂钩。
通过兴业银行自主研发的卫星遥
感监测2.0系统，定期对矿区生态
修复、节能减排等指标开展数字
化评估。若企业达标即可享受利
率优惠，预计最高为企业降低融

资成本近百万元，实现“环保达标
即降息”的激励效应。

绿色金融闭环
激活资源转型新引擎

获贷企业负责人表示，该笔
资金有效缓解了前期基建投入
的资金燃眉之急。后续该企业
将借助兴业银行碳核算、清洁生
产等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数字化
绿色矿山。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透露，未来将深化矿业权融资场

景应用，探索与碳足迹挂钩的差
异化定价模式，计划年内投放更
多同类绿色矿业贷款，助力四川
打造全国矿产资源绿色开发示
范区。

科技赋能监管
守护长江生态屏障

作为国内绿色金融领域的
先行者，兴业银行坚定践行可持
续发展理念，打造“集团多元产
品+双碳服务专业产品+重点行

业解决方案”的绿色金融产品与
服务体系。本次首笔磷矿矿业
权转让业务是该行在矿业权转
让方面的又一主动创新尝试，也
是支持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
的重要实践。未来，该行将进一
步深化矿业权融资场景应用，探
索与碳足迹挂钩的差异化定价
机制，持续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注
入绿色金融动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冉志敏

近日，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创新推出“融资+环保”双
约束机制，通过其下辖的乐
山分行向某民营矿业企业发
放1.5亿元磷矿矿业权出让
金贷款。这是该行首单矿业
权出让金融资业务，也是集
团内首笔磷矿领域同类业
务，标志着金融活水精准滴
灌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落地首笔磷矿矿业权出让金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