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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

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强调：“我们

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到全国

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到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中国

扩大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创新发展的决心和步伐不可阻

挡，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诚意满满。中国以实际行动

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不断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中

国力量。

“释放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
清晰信号”

近 10 年来，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是货物贸易

的两倍。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特

别是跨境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进一步激发，将成为全球

贸易的关键驱动因素。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服务贸易规模不

断扩大。去年，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6617 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大力

发展服务贸易成为题中之义。

8 月 26 日，海南自贸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式

施行，这是中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它在专

业服务、交通运输、金融、教育等领域提出针对性开放举

措。凡清单之外的领域，在海南自贸港内，对境内外服务

提供者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准入，开放

度、透明度、可预见度大大提高。其开放程度，不仅超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也高于目前中国已生效的

主要自贸协定相应领域的开放水平，为推动更高水平制

度型开放探索路径。

中国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是

将海南自贸港这张负面清单向更大范围推广。“这项宣

布具有深远意义，体现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必将推动跨境服贸业务发展，值得相关企业密

切关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称赞。

“发布负面清单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鼓励创新。”在

德勤有限公司中国区副主席施能自看来，从明确进入到

非禁即入，“这不仅对外企是更大的激励，也向全球释放

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清晰信号。”

埃及开罗大学金融与投资学教授赫沙姆·易卜拉欣

高度评价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举措，认为这体

现了中国持续对外开放的决心。“在全国推进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将极大优化中国营商环境，为外国服务贸易

从业者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

“为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提
供支撑”

为提升“中国服务”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带动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已经推

进了 5 年多：2015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服

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同年 8 月，建立国务院服务贸易发

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从 2016 年推出首批 15 个试点地

区，到 2018 年试点进入深化阶段，增加北京和河北雄安

新区，再到去年试点地区扩围到 28 个，开展为期 3 年的

全面深化试点工作……多批实践性、制度性创新成果在

中 国 复 制 推 广 ，带 动 中 国 服 务 贸 易 发 展 质 量 进 一 步

提升。

“本届服贸会上，中国宣布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示范区，表明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工作取得较为明

显成效，形成了一批创新性强、复制推广价值大的实践案

例。现在建设国家级示范区时机已成熟。”普华永道中国

区综合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于勃说。

在于勃看来，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

区，也是对去年服贸会上宣布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的回应。“创新发展旨在全面提升中国服务

贸易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提

供支撑，而扩大开放增加了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卢耀群认为，中国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

区，将使政策和资源得到迅速推广和利用，为中国和国外

参与者提供一个高效交易的平台，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

积极溢出效应。

2020 年 ，中 国 跨 境 电 商 进 出 口 规 模 达 1.69 万 亿 元

人 民 币 ，增 长 31.1%。 商 务 部 统 计 显 示 ，中 国 跨 境 电 商

规 模 5 年 增 长 近 10 倍 。 目 前 ，外 贸 综 合 服 务 企 业 超

1500 家，海外仓数量超 1900 个。“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境

电子商务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

创 新 发 展 示 范 区 ，未 来 将 在 海 南 自 贸 港 探 索 推 进 数 据

跨 境 流 动 制 度 安 排 ，更 好 促 进 商 品 和 服 务 贸 易 的 数 字

化交易，这有助于增强贸易商的信心，并进一步加强欧

中贸易关系。”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负责人克劳迪亚·
威尔诺迪说。

在俄罗斯财政部高级研究员谢尔盖·萨文斯基看来，

中国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典范。“中国探索建

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不仅展现了中国对国

际社会需求的敏锐把握，更是中国对国际社会需求的积

极回应。中国正与世界各国共享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红

利，这一点难能可贵。”

“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从连续 4 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到正式签署《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原有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开

放 100 个服务部门的基础上，新增承诺 22 个服务部门；从

新增天津、上海、重庆、海南 4 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地区，到推进文化、数字服务、中医药服务等领域特色服

务出口基地建设……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发展试点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让世界共享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

机遇。

2020 年，爱尔兰对华服务贸易总额达 202.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4%。“一个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所期待。我们

期待更多的中国和外国企业利用这些新举措和新机遇，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爱尔兰投资发展局中国区总监张哲

伟多次参加服贸会。在他看来，中国与爱尔兰在数字科

技、生物医药、金融科技这三大服务贸易领域有着巨大合

作潜力。

“中国重视服务业发展，努力推动跨境服务贸易，这

对欧洲相关企业来说是一大利好消息。”威尔诺迪表示，

服务贸易是欧中贸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的实施，将在商业咨询、金融服务、交通服务、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为比利时和欧洲相关服务业企业提

供新的机遇。

易卜拉欣表示，在数字服务、旅游服务、交通服务、能

源服务和教育等多个领域，阿拉伯国家与中国有着广泛

的合作空间。他希望在数字经济时代，“阿中彼此能共享

科技创新的红利，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

相信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和自由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将

加速推进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让有关各方共享服务贸

易新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于勃表示。

（本报北京、开罗、曼谷、布鲁塞尔 9月 6日电 记者俞

懿春、王新萍、尚凯元、屈佩、景玥、刘慧、张朋辉）

提高开放水平 共享发展机遇

老挝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

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自 2019 年签署构建老中命

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以来，双方秉持好邻居、好朋友、

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共同推动老中关系迈

上了新的台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步伐加快，老中两国合作

领域不断扩大，务实合作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老挝

首条高速公路万象至万荣段正式通车、老挝一号通

信卫星在轨交付，到老中铁路即将建成，两国始终

心 意 相 通 、真 诚 合 作 ，切 实 增 进 了 两 国 人 民 的 福

祉。中国是老挝第一大投资来源国，与老方合作推

动实施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项目，使老挝陆路

运 输 及 国 内 经 济 发 展 格 局 逐 步 与 地 区 乃 至 世 界

相连。

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怎么把内陆国的地理劣

势转变成发展优势？那就是把自己变成陆上各国的

交通枢纽，其中一个重要通道正是老中铁路。老中

铁路老挝段北起老中边境磨丁—磨憨口岸，南至老

挝首都万象。老中铁路通车的时候，老挝将完成从

“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转变，打造中南半岛陆上交

通枢纽的多年期盼与美好梦想将成为现实。

老中铁路老挝段正线轨道已全部铺通，进入通

车倒计时。它的开通将提高沿线居民的生活水平，

增加就业，助力老挝人民走向富裕之路。老中铁路

将为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效益，铁路运输和

项目周边服务产业将带来大量收入，老挝将利用这

些收入建设其他基础设施，促进老挝繁荣发展。老

中两国以这条铁路为依托，将建设起自中国云南，途

经若干重要地区，抵达老挝南部的老中经济走廊，推

动老挝经济迈上新的发展水平。

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克服疫情影响全面推进，

两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方对老挝投资稳步上升。老中合作给两国特

别是老挝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社会发展。老

挝计划在 2021 年至 2025 年间实现经济年均增长 4%的目标，政府将继续

为大型项目建设提供便利。老挝希望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澜湄国

家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以新的理念推

动老挝发展。

世界人民渴望和平，期盼安居乐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

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各国互利共赢提供了新思路、新

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与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为老挝政府前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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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世界
和平发展、各国互利共赢提供了新
思路、新方案

■国际论坛R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刘歌、刘慧）《习近平外交思想

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 6 日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

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

深厚天下情怀，在对外工作领域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重

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

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

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

王毅就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精

髓要义与深刻内涵谈了五点看法：首先，要

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源于时代、同时

又引领和推动时代的思想伟力。第二，要

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推进马克思主

义 中 国 化 、不 断 实 现 理 论 创 新 的 真 理 光

芒。第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第四，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胸

怀世界、心系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情怀。第五，要深刻领悟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阔步前行、不断

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大意义。

王毅指出，我们要以《纲要》出版发行为契机，掀起学习贯

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新高潮，外交战线尤其要学在前面、用在前

面，真正学深悟透，狠抓贯彻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

作效能，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座谈会由中宣部和外交部联合举办，中宣部、中联部、中

央外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负责同志和驻外使节

代表出席并作发言。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王毅出席并讲话

“中国是全球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拉美多国的主

要贸易伙伴。”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主席埃弗顿·莫内齐日前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

会）的举办将发挥重要桥梁作用，为拉中合作打开新天地。”

“数字化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莫内齐认为，数字化发展给

中国经济注入源源动力。眼下，拉美国家经济加快复苏，各国

已认识到数字经济是大势所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恰逢其

时。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合作，因此我们非常期待

本届服贸会搭建数字化平台，为拉中投资和贸易提供新的支

撑，让更多优秀企业有更多机会进入对方市场。”

莫内齐表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采取积极措施促进

贸易往来。“基于‘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中国人工智能、

5G 技术、电子商务等科技成就，为全球投资和服务贸易打开

新局面。”他说，中国正成为全球科技发展领先者，是全球包容

性创新的重要力量。巴西十分期待与中国分享科技成果，提

升科技竞争力。“中国从多层面为强化经贸往来建立重要机

制。去年初，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实施，为外资进入

中国提供强大信心。服贸会、进博会等国际化平台，通过线上

线下多渠道，疏通了疫情期间阻滞的国际交往。中国成为全

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始终保持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地

位。随着中巴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

于 2013 年成立，联合中巴企业家为两国企业与业务发展的融

合提供平台，创造新的业务机会。“作为服务两国贸易往来的

机构，我们向巴方企业介绍中国‘十四五’规划，挖掘双边合作

机遇。”莫内齐说，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经验，值

得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学习借鉴，“开放的中国与巴西共享机

遇，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里约热内卢 9月 6日电）

“开放的中国与巴西共享机遇”
本报记者 李晓骁

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的 2021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吸引了多国媒体关注。相关媒

体在报道中指出，本届服贸会聚焦信息时代的服贸发展新机

遇，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搭建了新平台。

法国新闻时事网站“数字世纪”刊文说，本届服贸会主题

符合经济转型升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中国正通过支

持服务贸易的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的技术

进步。本届服贸会的举办有利于促进全球服务贸易恢复增

长。”报道强调，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开放举措，如在全国推

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等。

这些举措“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发展带来机遇，也为经济

全球化提供新动能”。

中东北非金融网在报道中指出，服务贸易是高质量发展

的支柱，服贸会将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纽带，也将有力

推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服务贸易往来和经贸关系发展。

巴拿马《星报》援引巴拿马“数字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法斯

卡的观点指出，通过服贸会，巴拿马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科

技服务相关优势领域，并将其引进至拉美地区，与当地市场形成

互补。“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黏性很强，巴

拿马企业有必要了解和学习相关企业服务的优势和经验。”

120 多家阿根廷企业参加了本届服贸会，比去年多了 5

倍。“积极参与服贸会，提升阿根廷服贸企业知名度，对阿根廷

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金融界报》表示，阿根廷政府一直积

极支持推动阿根廷企业参加服贸会。阿根廷国家通讯社指

出，阿方十分关注阿中两国在科技服务、旅游、体育等产业的

合作潜力。“此次阿根廷有不少实力不俗的科技企业热情参

展。这些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展，体现了阿根廷企业对

中国市场的重视。”

哈萨克斯坦商业新闻网站就服贸会主题采访哈“塔拉普”

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拉希姆·奥沙克巴耶夫。奥沙克巴耶夫表

示，哈萨克斯坦企业对参加服贸会有很浓厚的兴趣。“本届服

贸会主题与时俱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包容性创新的重要力

量。”奥沙克巴耶夫表示，“我对中国能为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

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的科技机遇充满期待。”

巴基斯坦国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夏立克接受《巴

基斯坦观察家报》采访时表示，该机构将通过服贸会为有兴趣

在巴拓展业务的中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他说，服贸会是全

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跨国企业参加服贸

会的热情逐年高涨，这表明展会取得积极成果。

（本报北京、巴黎、里

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 9月
6日电）

“促进全球服务贸易恢复增长”
本报记者 颜 欢 刘玲玲 毕梦灜 闫韫明

■外媒看中国R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谢亚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6 日表示，抗击疫情和推进溯源都需要各国团结合作。中

方希望美方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客观理性声音，做国际抗疫

和溯源合作的支持者而不是破坏者。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9 月 5 日，《柳叶

刀》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萨克斯称，全球未对新冠肺炎疫情作

出恰当应对，一个原因是美国未能与中国合作找到全球性解

决方案。中国在抗疫方面非常出色，世界本应从中获益更

多。美应学会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中国。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注意到相关报道。”汪文斌说，近期瑞士流行病学家阿

尔特豪斯也表示，中国对疫情作出了正确反应，为世界其他地

区提供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来为应对疫情做准备。

汪文斌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

着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第一时

间 向 世 卫 组 织 报 告 疫 情 ，毫 无 保 留 与 各

国 分 享 防 控 信 息 和 诊 疗 经 验 ，为 世 界 守

住 了 疫 情 防 控 的 关 键 防 线 ，为 各 国 争 取

了 应 对 疫 情 的 宝 贵 时 间 。 中 方 两 次 接 待 世 卫 专 家 来 华 进

行溯源研究，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科

学 、权 威 的 结 论 ，为 下 阶 段 全 球 溯 源 的 推 进 奠 定 了 坚 实

基础。

汪文斌指出，抗击疫情和推进溯源都需要各国团结合作，

都需要弘扬科学精神。但美方一些人一再将抗疫和溯源政治

化，极力向外转嫁抗疫失败的责任。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

仅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惨重代价，也成为国际抗疫和溯源合作

的最大障碍。

“当前，新一轮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希望美方认真倾听国

际社会的客观理性声音，要团结不要对抗，要尽责不要推责，

要科学不要政治化，要做国际抗疫和溯源合作的支持者而不

是破坏者。”汪文斌说。

外交部：

希望美方做国际抗疫和溯源合作的支持者而非破坏者

9 月 2 日至 7 日，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行。图为 9 月 6 日，外国参展

代表在服贸会美妆展区交流。 肖 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