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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情况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宁波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总额 132.7 亿元人民币（下

同），同比减少 1.8%，其中，出口 119.1 亿元，同比增长 0.9%, 进口 13.6 亿元，

同比减少 19.9%；宁波舟山港与中东欧五港的集装箱运输量为 28.0 万标箱，

同比减少 10.6%。

（一）6 月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 月当月，宁波与中东欧国

家进出口额为 26.0 亿元，同比增长 7.0%，较全国高 0.7 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 23.1 亿元，同比增长 15.6%, 进口 2.9 亿元，同比减少 32.0%。

（二）维谢格拉德四国出口增幅和进口降幅均大于其他国家。上半年，

维谢格拉德四国进出口总额 76.6 亿元，同比减少 1.0%，占比 57.7%,，巴尔干

地区国家进出口总额 43.5 亿元，同比增长 0.1%，占比 32.8%，波海三国进出

口总额 12.6 亿元，同比减少 11.6%，占比 9.5%；其中，出口方面，维谢格拉

德四国同比增长 2.2%，好于巴尔干地区国家（1.1%）和波海三国（-9.3%）；

进口方面，巴尔干地区国家同比减少 7.6%，好于波海三国（-17.3%）和维谢

格拉德四国（-28.9%）。

（三）出口方面，纺织制品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助力出口实现正增长。

上半年，纺织制品、灯具、服装、家具、箱包、玩具、鞋类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

产品合计出口 28.3 亿元，同比增长 13.8%，占出口总额的 23.8%，纺织品中

口罩出口 5.7 亿元，同比增长九倍；机电产品出口 77.0 亿元，同比减少 1.3%，

占出口总额的 64.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12.4 亿元，同比增长 4.7%，占出

口总额的 10.4%，其中生命科学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光电技术分

列出口额前三位。

（四）进口方面，除废金属和铜材外，前 10 大进口商品均实现正增长，

消费品进口增长超五成。上半年，前 10 大进口商品中，除废金属同比减

少 73.9%、未锻轧铜及铜材同比减少 18.2%，其他商品均实现正增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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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钢材、乳品、汽车零配件增长超一倍；消费品进口 2.3 亿元，同比增长

50.6%，其中车辆及其零附件、玩具为主要增长点，增长贡献率分别达 58.3%

和 42.4%。

（五）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货值增长超五成。上半年，从中东欧国家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验放单量 65.8 万单，实现交易额 1.5 亿元，同比增长 55.5%，

主要进口商品为玩具、乳制品、美容化妆护肤品等。

（六）重点企业进出口表现好于全市平均。上半年，出口前 30 位企业

合计出口额 25.9 亿元，同比增长 11.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21.7%，出口排

名前三位的企业分别为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奥克斯进出口

有限公司和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进口前 30 位企业合计进口

额 9.2 亿元，同比减少 3.0%，占全市进口总额的 67.6%，进口排名前三位的

企业分别为宁波金田铜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

限公司和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区县（市）出口涨跌互现，进口表现差距较大。上半年，鄞州、慈溪、

余姚分列进出口规模前三位，进出口额分别为 28.4 亿元、16.6 亿元和 15.8

亿元；出口方面，象山、高新区、杭州湾、镇海、北仑、宁海、江北、东钱湖、鄞

州实现正增长；进口方面，杭州湾增长超两倍、象山增长超一倍，海曙、余姚

增长近五成，奉化、镇海、鄞州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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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0
0 

二 月

进
出

口
90

9.
4 

-
5.

6 
23

.8
 

-
58

.2
 

13
3.

9 
-

16
.2

 
8.

2 
-

51
.0

 
34

.4
5 

37
.4

 
-

19
.0

 
4.

12
 

27
.9

7 

出
口

64
7.

4 
-

10
.4

 
19

.9
 

-
63

.0
 

12
5.

5 
-

16
.0

 
6.

6 
-

57
.0

 
33

.1
7 

34
.0

 
-

16
.2

 
5.

25
 

27
.1

0 

进
口

26
2.

0 
8.

8 
3.

9 
23

.8
 

8.
4 

-
19

.3
 

1.
6 

13
.8

 
41

.0
3 

3.
4 

-
38

.6
 

1.
31

 
40

.9
4 

三 月

进
出

口
48

5.
6 

0.
0 

13
98

.7
 

-
3.

2 
59

.2
 

-
6.

3 
19

3.
7 

-
13

.2
 

18
.6

 
5.

6 
3.

83
 

31
.4

2 
56

.0
 

-
12

.1
 

4.
00

 
28

.9
1 

出
口

35
4.

8 
-

4.
2 

10
05

.9
 

-
7.

7 
53

.5
 

-
8.

9 
17

9.
6 

-
13

.7
 

16
.3

 
-

0.
6 

4.
59

 
30

.4
7 

50
.3

 
-

11
.7

 
5.

00
 

28
.0

1 

进
口

13
0.

8 
13

.5
 

39
2.

8 
10

.3
 

5.
7 

27
.3

 
14

.1
 

-
5.

4 
2.

3 
86

.8
 

1.
76

 
40

.3
5 

5.
7 

-
16

.0
 

1.
45

 
40

.4
3 

四 月

进
出

口
54

4.
5 

9.
5 

19
45

.0
 

0.
1 

72
.7

 
-

2.
0 

26
6.

4 
-

10
.4

 
24

.2
 

10
.9

 
4.

44
 

33
.2

9 
80

.4
 

-
6.

2 
4.

13
 

30
.1

8 

出
口

43
0.

3 
21

.2
 

14
38

.0
 

-
0.

4 
68

.1
 

-
1.

6 
24

7.
7 

-
10

.7
 

22
.1

 
15

.7
 

5.
14

 
32

.4
5 

72
.5

 
-

4.
8 

5.
04

 
29

.2
7 

进
口

11
4.

2 
-

19
.6

 
50

7.
0 

1.
8 

4.
6 

-
10

.5
 

18
.7

 
-

6.
7 

2.
1 

-
22

.1
 

1.
84

 
45

.6
5 

7.
9 

-
17

.8
 

1.
56

 
42

.2
5 

五 月

进
出

口
55

6.
5 

1.
6 

25
01

.3
 

0.
2 

84
.1

 
-

2.
3 

35
0.

5 
-

8.
6 

26
.3

 
5.

0 
4.

73
 

31
.2

7 
10

6.
7 

-
3.

7 
4.

27
 

30
.4

4 

出
口

45
2.

1 
16

.4
 

18
90

.1
 

2.
7 

78
.6

 
-

1.
7 

32
6.

3 
-

8.
7 

23
.5

 
7.

0 
5.

20
 

29
.9

0 
96

.0
 

-
2.

1 
5.

08
 

29
.4

2 

进
口

10
4.

4 
-

34
.5

 
61

1.
2 

-
7.

0 
5.

5 
-

10
.5

 
24

.2
 

-
7.

6 
2.

8 
-

9.
1 

2.
68

 
50

.9
1 

10
.7

 
-

15
.7

 
1.

75
 

44
.2

1 

六 月

进
出

口
60

3.
6 

6.
3 

31
05

.0
 

1.
5 

96
.8

 
18

.8
 

44
7.

3 
-

3.
8 

26
.0

 
7.

0 
4.

31
 

26
.8

6 
13

2.
7 

-
1.

8 
4.

27
 

29
.6

7 

出
口

45
4.

6 
10

.2
 

23
44

.9
 

4.
4 

90
.8

 
21

.6
 

41
7.

1 
-

3.
4 

23
.1

 
15

.6
 

5.
08

 
25

.4
4 

11
9.

1 
0.

9 
5.

08
 

28
.5

5 

进
口

14
9.

0 
-

4.
1 

76
0.

1 
-

6.
5 

6.
0 

-
11

.5
 

30
.2

 
-

8.
4 

2.
9 

-
32

.0
 

1.
95

 
48

.3
3 

13
.6

 
-

19
.9

 
1.

79
 

45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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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全
省

、全
市

与
中

东
欧

外
贸

数
据

对
比

（
20

20
年

6
月

）

金
额

单
位

：
亿

元
人

民
币

月 份
项

目

全
国

全
省

全
市

当
月

同
比

（
%

）
累

计
同

比

（
%

）
当

月
同

比

（
%

）
累

计
同

比

（
%

）
当

月
同

比

（
%

）

占
全

国

比
重

（
%

）

占
全

省

比
重

（
%

）

累
计

同
比

（
%

）

占
全

国

比
重

（
%

）

占
全

省

比
重

（
%

）

一 月

进
出

口
11

0.
1 

7.
1 

11
0.

1 
7.

1 
29

.2
 

-
0.

7 
26

.5
2 

29
.2

 
-

0.
7 

26
.5

2 

出
口

10
5.

6 
10

.5
 

10
5.

6 
10

.5
 

27
.4

 
8.

7 
25

.9
5 

27
.4

 
8.

7 
25

.9
5 

进
口

4.
5 

-
38

.2
 

4.
5 

-
38

.2
 

1.
8 

-
56

.5
 

40
.0

0 
1.

8 
-

56
.5

 
40

.0
0 

二 月

进
出

口
90

9.
4 

-
5.

6 
23

.8
 

-
58

.2
 

13
3.

9 
-

16
.2

 
8.

2 
-

51
.0

 
34

.4
5 

37
.4

 
-

19
.0

 
4.

12
 

27
.9

7 

出
口

64
7.

4 
-

10
.4

 
19

.9
 

-
63

.0
 

12
5.

5 
-

16
.0

 
6.

6 
-

57
.0

 
33

.1
7 

34
.0

 
-

16
.2

 
5.

25
 

27
.1

0 

进
口

26
2.

0 
8.

8 
3.

9 
23

.8
 

8.
4 

-
19

.3
 

1.
6 

13
.8

 
41

.0
3 

3.
4 

-
38

.6
 

1.
31

 
40

.9
4 

三 月

进
出

口
48

5.
6 

0.
0 

13
98

.7
 

-
3.

2 
59

.2
 

-
6.

3 
19

3.
7 

-
13

.2
 

18
.6

 
5.

6 
3.

83
 

31
.4

2 
56

.0
 

-
12

.1
 

4.
00

 
28

.9
1 

出
口

35
4.

8 
-

4.
2 

10
05

.9
 

-
7.

7 
53

.5
 

-
8.

9 
17

9.
6 

-
13

.7
 

16
.3

 
-

0.
6 

4.
59

 
30

.4
7 

50
.3

 
-

11
.7

 
5.

00
 

28
.0

1 

进
口

13
0.

8 
13

.5
 

39
2.

8 
10

.3
 

5.
7 

27
.3

 
14

.1
 

-
5.

4 
2.

3 
86

.8
 

1.
76

 
40

.3
5 

5.
7 

-
16

.0
 

1.
45

 
40

.4
3 

四 月

进
出

口
54

4.
5 

9.
5 

19
45

.0
 

0.
1 

72
.7

 
-

2.
0 

26
6.

4 
-

10
.4

 
24

.2
 

10
.9

 
4.

44
 

33
.2

9 
80

.4
 

-
6.

2 
4.

13
 

30
.1

8 

出
口

43
0.

3 
21

.2
 

14
38

.0
 

-
0.

4 
68

.1
 

-
1.

6 
24

7.
7 

-
10

.7
 

22
.1

 
15

.7
 

5.
14

 
32

.4
5 

72
.5

 
-

4.
8 

5.
04

 
29

.2
7 

进
口

11
4.

2 
-

19
.6

 
50

7.
0 

1.
8 

4.
6 

-
10

.5
 

18
.7

 
-

6.
7 

2.
1 

-
22

.1
 

1.
84

 
45

.6
5 

7.
9 

-
17

.8
 

1.
56

 
42

.2
5 

五 月

进
出

口
55

6.
5 

1.
6 

25
01

.3
 

0.
2 

84
.1

 
-

2.
3 

35
0.

5 
-

8.
6 

26
.3

 
5.

0 
4.

73
 

31
.2

7 
10

6.
7 

-
3.

7 
4.

27
 

30
.4

4 

出
口

45
2.

1 
16

.4
 

18
90

.1
 

2.
7 

78
.6

 
-

1.
7 

32
6.

3 
-

8.
7 

23
.5

 
7.

0 
5.

20
 

29
.9

0 
96

.0
 

-
2.

1 
5.

08
 

29
.4

2 

进
口

10
4.

4 
-

34
.5

 
61

1.
2 

-
7.

0 
5.

5 
-

10
.5

 
24

.2
 

-
7.

6 
2.

8 
-

9.
1 

2.
68

 
50

.9
1 

10
.7

 
-

15
.7

 
1.

75
 

44
.2

1 

六 月

进
出

口
60

3.
6 

6.
3 

31
05

.0
 

1.
5 

96
.8

 
18

.8
 

44
7.

3 
-

3.
8 

26
.0

 
7.

0 
4.

31
 

26
.8

6 
13

2.
7 

-
1.

8 
4.

27
 

29
.6

7 

出
口

45
4.

6 
10

.2
 

23
44

.9
 

4.
4 

90
.8

 
21

.6
 

41
7.

1 
-

3.
4 

23
.1

 
15

.6
 

5.
08

 
25

.4
4 

11
9.

1 
0.

9 
5.

08
 

28
.5

5 

进
口

14
9.

0 
-

4.
1 

76
0.

1 
-

6.
5 

6.
0 

-
11

.5
 

30
.2

 
-

8.
4 

2.
9 

-
32

.0
 

1.
95

 
48

.3
3 

13
.6

 
-

19
.9

 
1.

79
 

45
.0

3 

跨
境

电
商

零
售

进
口

情
况

（
20

20
年

6
月

）

单
位

：
万

单
、

万
元

人
民

币

月
份

当
月

累
计

进
口

单
量

进
口

货
值

货
值

同
比

%
进

口
单

量
进

口
货

值
货

值
同

比
%

一
月

9.
2

24
63

.2
68

.3
9.

2
24

63
.2

68
.3

二
月

7.
3

14
73

.1
32

.3
16

.5
39

36
.3

52
.8

三
月

14
.4

31
36

.1
12

3.
4

30
.9

70
72

.4
77

.8

四
月

12
.1

22
99

.7
10

2.
0

43
.0

93
72

.2
83

.1

五
月

8.
6

21
73

.3
 

47
.7

51
.6

 
11

54
5.

5
75

.2

六
月

14
.2

36
40

.3
14

.6
65

.8
15

18
5.

8
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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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与中东欧五港集装箱数据

（2020 年 6 月）

单位：万 TEU

港口名称 当月吞吐量 同比 % 累计吞吐量 同比 %

比雷埃夫斯港

（希腊）
2.67 12.2 13.44 -3.7 

格但斯克港

（波兰）
1.68 -18.0 9.96 -4.8 

科佩尔港

（斯洛文尼亚）
0.45 -43.0 2.27 -38.6 

康斯坦萨港

（罗马尼亚）
0.23 -30.3 1.29 -39.7 

里耶卡港

（克罗地亚）
0.21 -8.7 1.02 -3.8 

中东欧五港合计 5.24 -9.3 27.98 -10.6 

宁波舟山港总计 250.00 -3.3 1310.7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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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商品名称 当月出口 同比 % 累计出口 同比 %

1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12704 90.8 92923 126.8 

2 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 12636 55.7 63217 -0.7 

3 服装及衣着附件 15890 -16.8 59763 -19.6 

4 家具及其零件 7099 89.6 37229 12.6 

5 塑料制品 6589 2.2 34604 -13.0 

6 空气调节器 2898 70.0 33244 35.5 

7 汽车零配件 3926 -36.9 31902 -19.4 

8
未列名仅含有氮杂原子的

杂环化合物
7265 -16.5 31661 0.4 

9 电线和电缆 5267 62.6 23012 -9.3 

10 手用或机用工具 3891 10.9 20581 -5.1 

11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

器具
3401 1.4 20424 -10.7 

12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4948 63.6 20040 -3.7 

13 发光二极管（LED）灯泡（管） 4193 3.2 17238 -9.9 

14
割刀水平旋转草坪、公园或

运动场机动割草机
759 39.7 14999 7.6 

15
其他铝制餐桌、厨房或其他

家用器具及其零件
2822 35.6 13551 -17.4 

16 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 3271 73.3 13033 39.4 

17 变压、整流、电感器及零件 3008 142.1 12977 105.8 

18 未列名已装配的光学元件 2166 -48.5 12925 -18.5 

19 未列名电热器具 3264 65.0 12751 5.4 

20 钢铁或铜制标准紧固件 2748 36.8 11802 1.4 

小计 108745 18.4 577876 6.4 

注：按照累计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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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口商品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商品名称 当月进口 同比 % 累计进口 同比 %

1 未锻轧铜及铜材 9656 -50.7 39284 -18.2 

2 锯材 5869 41.2 24937 10.3 

3 废金属 2572 -76.6 12215 -73.9 

4 汽车零配件 1485 18.4 9282 112.4 

5 钢材 1674 671.0 5507 154.8 

6 玩具 1159 625.9 5058 169.4 

7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496 7.8 3037 18.2 

8 未列名燃气轮机的零件 975 2758

9 乳品 250 135.6 2326 150.1 

10 初级形状的塑料 553 46.4 2193 81.6 

11 纸及纸板（未切成形的） 0 -100.0 1725 116.2 

12 原木 44 -96.0 1698 -50.6 

13
电视摄像机、数字照相机及

视频摄录一体机
779 2259.2 1698 1608.6 

14 酒类 540 350.5 1339 93.8 

15 服装及衣着附件 39 -83.8 1192 109.4 

16
间 -、 对 - 苯 二 胺、 二 氨

基甲苯及其衍生物等
299 221.3 1189 2.4 

17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

器具
147 -76.5 1167 -53.9 

18 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0 -100.0 1136 -49.8 

19 未锻轧铝及铝材 57 24290.5 994 66526.0 

20
未列名塑料板、片、膜、箔、

扁条
184 -51.9 940 -34.6 

小计 26778 -34.8 119675 -16.6 

注：按照累计进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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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商品进出口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商品类别
累计

出口
同比 %

比重

%

累计

进口
同比 %

比重

%

SITC 1191039 0.9 136434 -19.9 

一、初级产品 6522 31.2 0.5 46937 -43.2 34.4 

０类　食品和活动物 2013 -11.3 0.2 4617 -31.0 3.4 

１类　饮料及烟草 22 -90.0 0.0 1372 75.2 1.0 

２类　非食用原料

（不包括燃料）
4446 87.2 0.4 40830 -45.6 29.9 

３类　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37 -63.8 0.0 81 2.5 0.1 

４类　动植物油、

脂和蜡
4 12.2 0.0 36 640.0 0.0 

二、工业制成品 1184516 0.7 99.5 89497 2.2 65.6 

５类　未另列明的

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85216 1.2 7.2 5891 -23.6 4.3 

６类　主要按原料

分类的制成品
234422 25.5 19.7 48758 -6.3 35.7 

７类　机械及运输

设备
525433 -0.3 44.1 24690 35.4 18.1 

８类　杂项制品 337931 -10.1 28.4 10134 5.4 7.4 

９类　未另分类的

其他商品和交易
1514 -21.0 0.1 24 136.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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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进口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商品名称 当月进口 同比 % 累计进口 同比 %

1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1517 21.3 9344 93.2 

2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1179 638.3 5332 159.6 

3 饮料、酒及醋 541 287.2 1372 75.2 

4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294 1286 178.4 

5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制品，化妆盥

洗品
166 -57.7 861 -28.1 

6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156 10.3 839 -58.0 

7 杂项食品 156 -18.6 752 -30.9 

8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29 -68.9 721 369.1 

9 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线制品 14 -51.5 670 0.5 

10 谷物粉、淀粉等或乳的制品；糕饼 37 230.3 423 17.9 

11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0 -100.0 355 6.0 

12 洗涤剂、润滑剂、人造蜡、塑型膏等 1 -48.1 267 369.6 

13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10 -89.7 250 122.8 

14 乐器及其零件、附件 0 224 -67.8 

15 帽类及其零件 0 -100.0 220 -25.3 

16 可可及可可制品 32 40 165.9 

17 陶瓷产品 7 40 712.4 

18 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4 -97.3 16 -89.5 

19 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0 4 -16.1 

20 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设计图纸 0 -99.7 2 -76.2 

小计 4142 50.8 23017 50.6

注：按照累计进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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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县（市）进出口总值表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区、县（市）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本年累计 同比 % 本年累计 同比 % 本年累计 同比 %

全市合计 1327473 -1.8 1191039 0.9 136434 -19.9

鄞州 283790 -6.2 264191 0.4 19599 -50.3 

慈溪 165629 -0.8 160016 -1.4 5613 19.3 

余姚 157763 0.4 150828 -0.9 6935 41.7 

北仑 121461 5.0 113823 5.9 7638 -7.0 

海曙 116731 -2.9 103962 -6.8 12769 47.9 

高新区 109941 15.6 95202 15.2 14739 18.2 

江北 109777 -11.7 80083 1.6 29693 -34.7 

保税区 60700 -5.0 41253 -11.7 19447 13.6 

镇海 52639 -7.1 46414 9.3 6225 -56.1 

宁海 49601 2.7 47579 4.8 2022 -30.0 

奉化 27594 -17.5 26469 -7.5 1125 -76.7 

杭州湾 21654 42.8 14768 13.7 6886 216.1 

象山 21361 35.3 20976 34.4 385 114.7 

大榭 16360 -18.8 15159 -19.9 1202 -3.2 

梅山 7020 -26.8 4881 -15.8 2139 -43.6 

东钱湖 4621 1.6 4603 1.2 18  

注：按照累计进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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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前 30 家企业进出口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月

进出口
同比 %

累计

进出口
同比 %

1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8936 0.6 36810 18.2 

2 宁波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3127 92.7 31817 39.4 

3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6171 -21.7 21234 -37.3 

4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余姚） 2166 -48.5 12926 -18.5 

5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大榭） 2417 -38.0 12070 -29.8 

6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2336 13.7 11970 -15.7 

7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高新区） 1522 -4.9 9354 65.1 

8 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鄞州） 2047 28.1 8718 -2.5 

9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790 -42.3 8610 3.6 

10 宁波狮丹努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2264 63.6 7593 37.6 

11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817 16.2 7427 23.2 

12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2889 -70.5 7393 -52.1 

13 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1494 -10.2 7266 -21.3 

14 宁波特艾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镇海） 420 -63.4 6865 4.7 

15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奉化） 764 -28.7 6836 -0.4 

16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仑） 1124 269.7 6680 91.5 

17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保税区） 241 -82.1 6449 -28.7 

18 宁波汉浦工具有限公司（鄞州） 1156 8.2 6443 -29.8 

19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镇海） 1529 -12.2 6433 -10.6 

20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1274 261.9 6345 172.3 

21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239 -22.1 6240 -1.1 

22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1563 1032.6 5949 1521.0 

23 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保税区） 1290 108.7 5553 50.9 

24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北仑） 941 163.6 5507 13.9 

25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慈溪） 924 85.5 5422 -1.4 

26 宁波立得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湾） 1214 1659.4 5408 176.5 

27 宁波得力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海） 990 547.1 5314 277.1 

28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高新区） 903 -4.2 5204 10.0 

29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北） 1039 135.1 4936 62.0 

30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553 62.2 4893 5.3 

小计 53140 -7.7 283665 3.0 

注：按照累计进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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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前 30 家企业出口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月

出口
同比 %

累计

出口
同比 %

1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 8936 0.6 36808 18.9 

2 宁波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3127 92.7 31817 39.4 

3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余姚） 2166 -48.5 12925 -18.5 

4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2319 12.8 11932 -15.3 

5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大榭） 2119 -45.7 11678 -32.1 

6 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鄞州） 2047 28.1 8718 -2.5 

7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790 -42.2 8610 3.6 

8 宁波狮丹努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2264 63.6 7593 37.6 

9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803 14.2 7385 23.2 

10 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1494 -10.2 7264 -21.3 

11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奉化） 764 -28.7 6836 -0.4 

12 宁波特艾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镇海） 414 -63.9 6823 4.3 

13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仑） 1124 269.7 6680 91.5 

14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保税区） 241 -82.1 6449 -28.7 

15 宁波汉浦工具有限公司（鄞州） 1156 8.2 6443 -29.8 

16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镇海） 1529 -12.2 6433 -10.6 

17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北） 1274 261.9 6345 172.3 

18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239 -22.1 6240 -1.1 

19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1563 1032.6 5935 1517.2 

20 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保税区） 1290 108.7 5553 50.9 

21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北仑） 941 163.6 5507 13.9 

22 宁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慈溪） 924 85.5 5422 -1.4 

23 宁波得力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海） 990 547.1 5314 277.4 

24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高新区） 903 -4.2 5204 10.0 

25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江北） 1039 135.1 4936 62.0 

26 宁波凯波集团有限公司（慈溪） 553 62.2 4893 5.3 

27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北仑） 416 -33.0 4848 -1.1 

28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825 127.9 4725 14.7 

29 宁波艾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381 4640

30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北仑） 949 51.4 4639 -8.5 

小计 43580 9.4 258595 11.4 

注：按照累计出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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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前 30 家企业进口情况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企业名称
当月

进口
同比 %

累计

进口
同比 %

1 宁波金田铜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江北）6171 -21.7 21234 -37.3 

2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高新区）1427 3.9 8924 85.6 

3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2889 -70.5 6399 -58.5 

4 宁波立得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湾） 1214 1659.4 5408 176.5 

5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鄞州） 0 -100.0 3788 -40.1 

6 浙江国林林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高新区） 809 114.6 3478 46.8 

7 宁波保税区汇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税区） 450 -57.9 3404 -19.6 

8 宁波宁化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曙） 1298 343.0 3331 1036.9 

9 宁波保税区宁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保税区） 726 3.6 3327 -18.5 

10 宁波蜗牛锻造有限公司（余姚） 550 276.7 3140 61.9 

11 宁波吉诚吉木木业有限公司（保税区） 367 -25.9 2366 3.1 

12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北仑） 1121 6127.8 2316 2473.3 

13 葛洲坝展慈（宁波）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慈溪） 57 -61.7 2207 146.6 

14 宁波茂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梅山） 311 2118 447.3 

15 宁波邦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曙） 0 1799

16 宁波北杉贸易有限公司（江北） 308 13.7 1698 -6.6 

17 浙江金益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曙） 655 12.9 1685 -26.1 

18 宁波优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保税区） 251 373.6 1639 699.5 

19 余姚领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余姚） 753 6745.5 1600 14445.5 

20 宁波泉荣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343 40.6 1370 27.3 

21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高新区） 164 -23.4 1365 16.9 

22 宁波市金龙铜业有限公司（镇海） 417 -51.1 1298 -62.1 

23 宁波四联飞扬进出口有限公司（鄞州） 0 -100.0 1136 1.7 

24 宁波界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鄞州） 73 1029 438.7 

25 宁波夏宇进出口有限公司（保税区） 975 975

26 宁波市力涛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128 963 399.0 

27 宁波瑞生光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保税区） 256 36.2 954 407.4 

28 宁海县天阳电子有限公司（宁海） 184 -51.8 940 -34.6 

29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慈溪） 162 -46.0 930 -25.4 

30 宁波市鑫檀进出口有限公司（海曙） 183 -27.7 919 -28.8 

小计 22242 -27.1 91740 -3.0 

注：按照累计进口金额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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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国家在宁波投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美元

国别
2019 年新增 历年累计

项目数 合同外资 实到外资 项目数 合同外资 实到外资

中东欧 17 国 1 2634 0 100 25971 7077

斯洛文尼亚 2524 9 15285 4439

匈牙利 23 5632 418

罗马尼亚 108 12 2205 346

斯洛伐克 6 1005 952

捷克 12 962 161

波兰 1 2 0 20 592 706

保加利亚 6 121 0

克罗地亚 4 58 55

立陶宛 2 45 0

希腊 2 31 0

爱沙尼亚 2 20 0

塞尔维亚 1 8 0

拉脱维亚 1 7 0

2020 年新增项目：

1. 可郭土思商业服务（宁波）有限公司（保税区），主营业务为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投资者为 GTX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波兰），合同外资 2 万美元。

此外，由斯洛文尼亚克尔卡制药公司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资设立的宁波科尔康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合同外资 2524 万美元；

由罗马尼亚飞国际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设立的慈溪市鑫天制衣有限公司，

新增合同外资 108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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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在中东欧国家投资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金额单位：万美元

国别

2019 年新增 历年累计

境外企业

（机构）数

备案（核准）

中方投资

实际中

方投资

境外企业

（机构）数

备案（核准）

中方投资

实际中

方投资

中东欧 17 国 2 5190 150 58 27652 16464

波兰 146 17 14162 14244

罗马尼亚 17 5455 691

斯洛伐克 4 2 1559 988

匈牙利 1 0 0 11 664 432

保加利亚 3 373 5

希腊 3 175 35

捷克 1 5190 0 4 5264 69

塞尔维亚 1 0 0

2020 年新增项目：

1. 敏能捷克有限公司（汽车制造业），由敏实汽车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在

捷克设立，备案中方投资额 5190 万美元。

2. 中东欧创新中心布达佩斯代表处，由宁波赛创未来海高创业服务有

限公司在匈牙利设立。

此外，由宁波格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宁海县）于 2018 年在波兰设立

的格兰家居波兰有限公司，新增实际中方投资 146 万美元；由宁波夏厦齿

轮有限公司（镇海区）于 2019 年在斯洛伐克设立的夏厦东欧研发中心，新

增实际中方投资 4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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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 中东欧合作热点

中东欧品牌直播运营中心成立

7 月 16 日下午，中东欧品牌直播运营中心在中东欧青年创业创新中心

成立。直播中心将以传播中东欧、一带一路文化产品为核心，直播推广中东

欧产品为载体，与中东欧各国在文化、经贸等领域实现更有效的合作成果。 

同时，由甬派传媒联合江北区商务局、江北区人社局以及博卡商学院共同发

起的“宁波国际直播人才精英库”也正式启动建设。精英库将成为宁波直

播人才的聚集地。也将为各类宁波企业提供专业的直播人才培训及进阶途

径，中东欧各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直播人才也将积极加入，为宁波企

业走向世界提供国际化的直播平台和服务。

中国 — 中东欧经贸合作热点

中国与波兰拓展电商合作新机遇

波兰邮政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迅速扩大，

该公司货运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0%，其中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合作伙伴

业务增长是重要推动因素。专家指出，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民众消费习

惯变化、网络购物日益兴盛，电子商务将为中波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

塞尔维亚和中国签署空间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塞政府网站、国家电视台 RTS 和南通社 6 月 5 日报道：负责创新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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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事务的政府内阁部长奈纳德·波波维奇和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

俭分别在贝尔格莱德和北京通过视频连线会议签署了一份关于探索与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创新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新开通一条至捷克的货运航线

据中国新闻网 7 月 25 日最新报道，石家庄机场首次开通至捷克俄斯特

拉发的定期货运航线，首个航班已经满载着 45.21 吨货物启航，每周两个航

班。接下来，石家庄机场还将陆续开通数条新的国际货运航线，目的地包括

美国洛杉矶、日本大阪、韩国首尔等。

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热点

立陶宛央行将发行数字代币 LBCoin

立陶宛将发行欧元区第一个由央行生产的数字代币，这是该国试点由

国家支持的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项目的一部分。在 Facebook 有意在

全球推进天秤币 (Libra) 之后，各国央行正迅速行动起来，稳固其法定货币

发行机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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