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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商务部发布《跨境服务贸易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和

《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自 2024 年 4 月

21 日起施行。

商务部服贸司、自贸区港司负责人表示，

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

理措施的实施，标志着首次在全国对跨境服

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跨境服

务贸易梯度开放体系。这是我国服务贸易管

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充分显示了我国坚持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方向，将为全球服

务贸易开放创新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
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

近 10 年，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全球

跨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是同期货物贸易增

速 的 1.5 倍 ，在 全 球 贸 易 中 的 占 比 提 升 至

22%。随着数字技术快速突破、各领域数字

化转型深入发展，跨境服务贸易的潜力将得

到进一步激发，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

擎。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市场

潜力巨大。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将国际

服务贸易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

在和自然人移动 4 种模式。商业存在是基

于设立外商投资机构而提供的服务贸易，其

他 3 种模式则统称为跨境服务贸易。

2013 年以来，我国通过制定发布并持

续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外

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不断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而在跨境服

务贸易方面，我国主要还是根据缔结的国际

条约或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其他缔约方

或参加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而且大部分

是以正面清单模式进行承诺的。

当前，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高标

准自贸协定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作出开放

安排的一个主要方式。此次发布的这两版

清单，就是主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统一管

理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为下一步更好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奠定基础。

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

动，有序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在清单中保留

了必要的特别管理措施。清单出台后，各部

门将加强制度创新，建立健全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落实有关领域开放举措，完善监管和

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开放条件下的治理

水平。

服务贸易管理由正面
清单承诺向负面清单管理
转变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按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统一列出对境外服务提供者以跨境

方式（通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

模式）提供服务的特别管理措施。全国版和

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均涉

及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11 个门类。其

中，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共 71 条，

自 贸 试 验 区 版 跨 境 服 务 贸 易 负 面 清 单 共

68 条。

此次发布的首张全国版清单，主要是将

过去分散在各个具体领域的准入措施，以

“一张单”的方式归集列出，同时明确清单之

外的领域，按境内外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待遇

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实现了服务贸易管理由

正面清单承诺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有效

提升了跨境服务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和可预

见性。

结合发展实际和开放需求，在自贸试验

区对自然人职业资格、专业服务、金融、文化

等领域进一步作出开放安排。

放宽职业资格考试限制。清单采取了

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取消了境外个人参加

注册城乡规划师、房地产估价师、拍卖师、勘

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兽医、注册监理工程师

等 6 类职业资格考试的限制，有利于鼓励和

吸引更多的境外专业人才来华就业创业，参

与自贸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

的国际化水平。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此前，在海南自

由贸易港试点了一些开放举措，这次将相关

开放举措进一步扩大到自贸试验区。例如，

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依法申请开立证

券账户和期货账户，这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境外个人参与证券、期货投资，使我国资本

市场投资者更加多元化，进一步提升资本市

场的活力。

扩大专业服务业对外开放。清单取消

了在中国境外设立的经营主体以及境外个

人从事报关业务的限制。今后，境外服务提

供者可以通过跨境的方式向自贸试验区内

的主体提供报关服务，而不必在我国境内设

立法人企业，提高了境外报关企业进入国内

市场的自由度，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清单放宽了

中外合作制作的电视剧主创人员的中方人

员比例限制，将中方人员的比例从原来的不

少于 1/3 放宽至不少于 1/4，有利于鼓励更

多优秀的外方主创人员参与合作电视剧的

制作，进一步促进广播电视领域的国际交流

合作。

我国跨境服务贸易
领域首张负面清单实施
情况整体良好

2021 年 7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商

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

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作

为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海

南版清单实施以来，在金融、交通运输、法律

服务、自然人职业资格等多个领域已取得了

实际开放成效，实施情况整体良好。

在金融领域，外籍人士已可在海南开设

证券账户参与交易，已有证券公司聘请外籍

证券分析师开展证券交易咨询业务。在交

通运输领域，多艘来自境外的游艇可以自由

进出海南的港口，不再强制要求向我国的引

航机构申请引航。在法律服务领域，已有海

南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

顾问，提供外国法律咨询服务。在自然人职

业资格领域，已有境外个人申请参加执业兽

医等资格考试。

海南版清单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海南服

务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据海南方面统计，

2023 年海南省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29.6%，

为在自贸试验区和全国范围实施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

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发布
—从新管理模式看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罗珊珊

动动手指、点份外卖，成为很多人

就便解决用餐问题的首选方式。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3 年，

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35 亿人，占网

民整体的 49.6%。全社会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在外卖活动各环节推广低

碳理念，降低外卖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意义不小。

推荐性国家标准《绿色外卖管理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2023 年底发

布实施，为行业开展绿色外卖服务管

理提供指引。一份绿色外卖，如何从

灶台到餐桌？一个外卖餐盒，如何从

垃圾变资源？对外卖活动中的环境保

护、资源节约、循环低碳和回收利用等

创新，记者进行了跟踪观察。

顾客点餐——

提示“适量点餐”，
鼓励“无需餐具”

“今天外卖 APP推荐的套餐不错！”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正是中午饭

点，在写字楼 TBD（科技商务区）云集中

心上班的周蕾拿出手机娴熟下单。

“鱼香肉丝、小炒土豆丝，一碗米

饭、一份西红柿蛋花汤，量不大但品类

够，吃着不浪费。”周蕾说着，在“下单

必选”中确认“无需餐具（环保单）”，她

在办公室里备了一套不锈钢餐具，“一

来用着更顺手，二来每顿饭都能节省

一次性餐具的钱，还更加环保。”

《规范》从绿色外卖管理优化环节，

提出外卖餐品经营企业、外卖服务平台

应加强对消费者适量点餐提示，鼓励消

费者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美团标准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瑾介绍，平

台在下单全流程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将环保条款纳入商家协议，

建立规则强化“无需餐具订单”执行管控。通过互动设计、奖励回馈

等设置，将“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等环保理念嵌入产品设计运营。

数据显示，自 2017 年上线“无需餐具”功能以来，截至 2023 年

12 月，已有 4.1亿消费者参与外卖行业相关行动，累计减碳超 22.6万

吨。据测算，消费者点选“无需餐具”选项，平均每次可减碳 38克。

商家制作——

开发“小份菜”，上线“小份饭”

周蕾这一单是小份菜套餐，一共 24.9 元，“正常单点一份土豆

丝就要 26 元”。

提供套餐的是宏状元现熬粥黄平路店。店长周国伟说：“我们

发现，工作日中午上班族的点餐需求和晚间在家顾客的点餐需求

很不一样。因此，店里特别开发了工作日‘两菜一汤’的一人份套

餐，都是小份菜，合计 20 元左右。”

2023 年，中国饭店协会联合外卖平台发起“小份饭助力粮食

节约”系列活动，推动商家优化主食供给。全聚德、大米先生、云海

肴、老乡鸡、眉州东坡等参与商家，提供的米饭、馒头等主食约为

150—200 克，是常规分量的 1/2—2/3。

在外卖餐品制作环节，《规范》对餐品原材料采购、餐品加工、烹

饪与餐厅运营等提出“绿色”要求。如提升水与能源的利用效率，妥

善处理废弃物与污染物，减少各环节的食物浪费，提供安全的食品。

快乐蜂（中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着永和大王、宏状元、添

好运等数百家餐厅。公司外送数字化高级总监童吉泉说：“在对餐

厅的日常管理中，我们将减少食材损耗作为考核指标，并开发系统

对半成品报损、成品报损、应产率、员工餐饮等进行管控，实实在在

做到节能降耗、控制成本。”

餐品供应——

优化送餐路线，提供环保包装

外卖骑手刘闯走进宏状元现熬粥黄平路店，取走了周蕾的餐

品。“我会优先使用平台系统规划的路线配送，跑单距离基本在

3—5 公里。”刘闯说，“工作日写字楼订单集中，平台会给出顺路订

单。我先去了另一家餐厅取餐，一会儿一起送到 TBD 云集中心。”

在外卖配送方面，《规范》要求选择合理路线，科学装备，减少

能源消耗。据了解，多家外卖平台的订单分配算法会对骑手、订

单、商家等信息进行全局分析，做出匹配决策，尽可能选择送单时

间宽裕、顺路程度更高的骑手。平台也为骑手设置了异常上报功

能，骑手可以通过上报异常情况，帮助平台优化相关信息，从而进

一步优化送单的合理路线和时间。

在外卖包装方面，《规范》要求提供安全性、环保性、减量化的

外卖包装形式与材料。新天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一次性餐盒

生产，市场产品中心总监任军斌介绍，公司采用全新食品级聚丙烯

材料加工制造餐盒，并通过纸塑结合技术，增加外纸套，减薄塑料

内碗的设计，减少塑料的使用。同时，纸套与塑料内碗之间，使用

易撕开的结构，更方便分类回收。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认为，面对不断扩大的外卖市场，引

导消费者适量适度点餐、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推动餐饮企业建立绿

色环保的供应链体系、减少包装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垃圾处理——

分类外卖餐盒，回收利用资源

午餐高峰期过后，TBD 云集中心的保洁人员罗丙珍将外卖餐

盒分拣出来，投入餐盒专用回收垃圾桶。到一天工作结束时，他还

要将专用回收垃圾桶集中到中转区域，通过手机小程序联系回收

员，送至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统一处理。

餐盒专用回收垃圾桶，由写字楼物业与北京广利福源再生资

源回收市场有限公司共同设置。在广利福源公司的分拣中心，成

袋的餐盒餐具通过分拣流水线，被分类为白透餐盒、有色餐盒、纸

塑复合餐盒、奶茶杯、木筷子等，各有去处。如塑料餐盒，经过打包

压缩，最终被运到下游的利废企业，用于制作再生造粒。经测算，

每 1 千克再生塑料相比原生塑料可减碳 42.8%。

在垃圾处理方面，《规范》要求实行垃圾分类，科学处理垃圾。

广利福源公司总经理李浩然说：“混入厨余垃圾中的外卖餐盒，会

影响厨余垃圾用于堆肥等资源化处理。而经过有效回收的外卖餐

盒，则可以通过再生循环，成为单车挡泥板、名片、运动服等，回到

商品市场，减少塑料进入终端废弃端。”

《规范》明确，推行绿色外卖管理，是在外卖活动各环节，推广

低碳理念，推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低碳和回收利用，降低外

卖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金勇说：“这是顺应绿色化、减量化发展，推

广绿色消费理念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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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3日电 （记者罗珊珊）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1—2 月，我国企业承

接 服 务 外 包 合 同 额 2649.9 亿 元 ，执 行 额

171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和 5.9%。其

中 ，承 接 离 岸 服 务 外 包 合 同 额 1600.5 亿

元，执行额 94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9%
和 4.2%。

从业务结构看，1—2 月，我国企业承

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执行额 373.7
亿元，同比下降 1.9%；承接离岸业务流程

外包（BPO）执行额 172.6 亿元，同比增长

0.6%；承接离岸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

额 393.7 亿元，同比增长 12.6%。其中，设

计服务增长较快，离岸执行额 222.2 亿元，

同比增长 16.1%。

从国际市场看，1—2 月，我国承接美

国、欧盟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执行额分别为 227.1 亿元和 144.3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16%和 28.4%，合计占离岸服务

外包执行总额的 39.5%。承接“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合计 233.3
亿元，同比增长 13.3%，占离岸服务外包执

行总额的 24.8%。

从企业性质看，1—2 月，民营企业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237.9 亿元，占离岸

服 务 外 包 执 行 总 额 的 25.3% ，同 比 增 长

0.4%。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

行额 523.2 亿元，占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

的 55.7%，同比增长 10.1%。

从吸纳就业看，1—2月，服务外包吸纳从

业人员 17.6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 16.6
万人，占 94.3%。截至 2 月底，我国服务外包

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 1604.7万人，其中大

学及以上学历 1047.6 万人，占 65.3%。

前两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增长超两成

3 月 21 日，广东广州的一家船厂，工人在船坞内进行螺旋桨吊装作业。

王美燕摄（影像中国）

（上接第一版）

农机给力，种地省力。在春管春耕一

线，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北斗导航翻

耕机，都成了种粮好帮手。截至目前，全国

装有北斗定位作业终端的农机装备已超过

200 万台（套）。

技术新、装备强，不断优化升级的现代

农业机械，既是春耕生产的装备保障，也为

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以前春耕‘锄头不停歇’，现在是‘农机

不停歇’。”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司

长冀名峰介绍，今春预计全国将有 2300 多

万台（套）拖拉机、耕整地机具、播种机及水

稻育插秧机等农机装备投入生产作业。农

业农村部在农机方面重点加快高性能播种

机推广应用，提高种植密度、确保机播质量，

为粮食丰产丰收搭好架子、夯实基础。

因地制宜，加快补齐农机装备短板。

云南省昭通市有着典型的山区农业。今

年春耕，小型拖拉机、轨道运输机等成为主角。

“山地用上小农机，耕种、施肥都省时省

力。”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崔荣说，市里

积极探索和引进新型的适用小微型农机装

备，轨道运输机解决了化肥、种子等农资的

运输难题，全市已安装轨道 2.6 万余米。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作为重点，大

力 实 施 农 机 装 备 补 短 板 行 动 。 2023 年 以

来，通过专项支持开展样机试制和田间试验

推广，已有丘陵山地履带式拖拉机、油麦兼

用播种机、山地玉米播种机等在四川、贵州

等地开展田间实地应用。

紧盯农时，农机生产跑出“加速度”。

春耕大忙，不只在田间，也在车间。中

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生产设备

飞速运转，每隔几分钟就有 1 台“东方红”拖

拉机下线。

加快生产、加急发运，一台台拖拉机发

往各地。农机销售也迎来旺季，各地的农机

产品推介会吸引不少农民前来选购。

“现代农业生产，必须配备现代化的科技

装备。”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

录祥说，作为农机生产制造和使用大国，我国

农业机械装备高质量发展正在加快推进，通

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两端发力，突破关键技

术，拓展应用场景，农机装备产品体系日益丰

富，目前可以生产 4000多种农机产品。

服务更贴心
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

一公里”，让种粮农民用上先进
农业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农民掌握先进

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要鼓励发展各类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组

织，创新市场化农技推广模式，打通科技进

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变的

情况下，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率，粮食单

产提高幅度可达 10%以上。春管春耕一线，

各地促进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条件建设，把先进适用技术送到种粮

农民手中。

——专家把脉开方，科技服务跟上。

河南省长葛市和尚桥镇贾庄村田头，绿

油油的麦苗随风摇曳。

“你瞧，现在是小麦拔节初期，得加强水

肥精细管理，促苗早发快长，提高成穗率、增

加穗粒数……”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驻村服

务专家陈建玲给种粮大户开出“药方”。长

葛市农业农村局共派出 56 名农技人员，进

村入户面对面进行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加

强科学春管，助力小麦生产。

包村联户服务，农技专家奔忙在春管春

耕一线。今年立春以来，全国累计已有近

25 万名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山东、河南、湖

北、湖南等多个省份发布小麦、油菜等各类

春管指导意见。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湖北省广水市李店镇河西村，平朝种养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易平朝正和村民一起，将

一袋袋肥料运到三轮车上。“这是市农业农

村局示范推广的新型水稻配方缓释肥，可以

少追一遍肥，亩产还能增加 50 公斤。”易平

朝说。

依 托 全 国 7000 余 个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展

示基地，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农业主导品

种 、主 推 技 术 集 成 示 范 和 推 广 应 用 ；围 绕

小 麦 抵 御 春 旱 、春 播 注 意 事 项 等 ，中 国 农

技 推 广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开 展 线 上 线 下 服 务

10 万次，发布农情 4.8 万条，总浏览量达到

100 万。

——齐抓共管，防灾减灾抓细抓早。

春耕时节，河北省保定市农业农村部门

与气象部门加强会商联系，发布农业气象专

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博、短信等为种植户

提供“直通式”服务。保定市满城区气象局

建成自动气象站 12 个，气象预警大喇叭 141
套，覆盖全区各行政村。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将紧盯“倒春寒”、

春旱、渍涝等灾害，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早

落实防御措施。加密病虫监测，分片区分作

物分病虫推进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最大限

度减轻病虫危害。

迎着春光，播撒希望。聚集新要素，激

发新动能，各地区各部门全力推进春季农业

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为农

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本报乌鲁木齐 3 月 23 日电 （记者李亚楠）截至 3 月 22 日 8 时，西气东输主力气源

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应天然气突破 3500 亿立方米，折合替代

标准煤 4.66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 7.57 亿吨，为 15 个省份、120 多个大中型城市生产生活用气

提供保障。西气东输工程投产近 20 年来，塔里木油田成功开发克深 9 气田、克深 13 气田等

19 座大中型气田，年产油气产量当量连续 4 年保持在 3000 万吨以上且稳定增长。

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 3500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