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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

构的意见》（国办发〔2023〕10号）。其中提出，加强拓市

场服务保障，要求我驻外使领馆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加强信

息交流、推介重点展会等举措，创造更多贸易机会，加大对外

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开拓市场的支持力度。

商务部高度重视贸易促进工作，建立长效沟通机制，组织

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定期搜集、整理驻在国重点行业

协会、贸易促进活动、企业供求信息等，汇总形成《外贸促

进信息》（以下简称《信息》），发送给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各商协会供外贸企业参考。

《信息》由驻在国行业协会、企业等机构提供，驻外使

领馆经商机构汇总整理，内容仅供参考。企业如有合作意向，

请自行联系相关商协会、企业确认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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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洲大洋洲

阿根廷：阿根廷比索在 2023 年贬值严重，同时，阿根

廷取消对日常消费品的价格管制，阿根廷物价飙升。

南美洲各国均发生不同程度的登革热疫情。2024年至今，

阿根廷累计确诊登革热病例超过 4万例。巴西疫情更为严峻，

巴西卫生部预计，2024年巴西登革热病例可能达到 420万例，

或将是 2023 年病例数的两倍。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发的

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媒传播，多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

行，典型症状包括持续发热、头痛、肌肉痛、关节痛等，严

重时可致死。提醒我国在当地及计划出行人员予以注意，谨

防疫情感染。

二、欧洲

欧盟：受红海局势影响，很多国际航运公司被迫暂停红

海航线，绕行非洲好望角，亚欧贸易往来时间、运输成本陡

增，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失衡，引发连锁反应。横跨欧亚

大陆、借助铁路将货物从亚洲运往欧洲的需求激增，中欧班

列货运需求大幅度上涨，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数据，2024

年 1-2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2928 列，发送货物 31.7 万标

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9%、10%。

波兰：中国电商平台 TEMU或因违反欧盟指令遭处罚。

根据欧盟指令，促销活动必须包含过去 30 天内商品最低价

格信息，但 TEMU并未履行该义务。TEMU欧洲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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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做出回应，称将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积极审查定价有关规

定，帮助卖家依规依法准确设定产品价格。

冰岛：近期，冰岛火山再次喷发的风险增加。冰岛气象

局形变测量负责人表示，冰岛地处大西洋中脊火山活跃带，

火山多、地质活动频繁。近期最有可能喷发的地点在 Stóra-s

kógafell和 Hagafell之间。

三、西亚非洲

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正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当地大米价

格暴涨近一倍，尼政府计划一方面增加大米进口，另一方面

向本国农民提供补贴，鼓励农民多种植水稻，增加大米产量，

稳定大米价格。另外，年初至今，尼日利亚货币已经贬值近

70%，当地采购意愿和货款支付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埃及：受红海局势影响，2024年截至目前，苏伊士运河

收入减少 40%至 50%，埃及因此陷入金融危机。埃及货币自

2022年以来经历了幅度达 14%、19%和 17%的三次贬值，市

场认为此情况还将持续。埃及外汇极度短缺，进口下降，出

现贸易逆差被动大幅缩小现象。

加纳：加纳已发生多起黄金贸易诈骗案件。罪犯连环设

套，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多家黄金贸易公司遭受巨额损失。

现特别提示，有关黄金贸易应通过合法渠道开展，与当地企

业商谈业务时，务必取得包括西非经济共同体身份证在内的

各类证件，保持谨慎切勿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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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洲

新加坡：2024年 2月 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

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

效。根据协定，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从

事旅游、探亲、商务等私人事务，停留不超过 30日。

泰国：2024年 3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泰王

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效。中方

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人员和泰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

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单次停留不超过 30 日（每 180 日累计停

留不超过 90日）。签证互免为中泰游客“双向奔赴”带来巨大

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人员往来和商贸沟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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