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开放中国 责编：廖睿灵 邮箱：hwbjjb@163.com

2022年12月27日 星期二2022年12月27日 星期二

进博会迎来5岁生日

——开放功能更突出，溢出
效应更明显，展现了中国扩大开
放的满满诚意

145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
284家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意
向 成 交 金 额 735.2 亿 美 元 ， 比 上 届 增 长
3.9%……今年，迎来5岁生日的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再次交出一份出色成绩单。

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
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5年来，进博会开放功能更加突出。展示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与全球企业洽谈合
作，进博会的魅力持续吸引着新老朋友纷至
沓来。连续 5年参展的资生堂今年带来了 40
多款新品，企业相关负责人藤原宪太郎表
示，进博会为资生堂提供了向全球展示最
新创新及投资成果的窗口，中国是资生堂集
团最大的海外市场，也是公司业务增长的重
要引擎。从 2020 年起，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进博会参展“回头率”持续大幅提升，
从第三届的 70%到第四届的 80%，再到第五
届的近90%，进博魅力持续显现。

5 年来，进博会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南
非的葡萄酒、蜜树红茶、鲍鱼罐头，柬埔寨
的长粒香米、紫衣腰果，还有日本的化妆
品和德国的汽车，全世界好物通过进博会
走入中国市场。“进博会为中国企业积极
拓展海外业务带来了广阔空间。”伊利集
团执行总裁刘春喜说，伊利将加快推进国
际合作，在亚洲、欧洲等地区建设 15 个研
发创新中心。进博会充分发挥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
功能，不断推动“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
商”，为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注入活力。

“连续 5年如期举办进博会，让中国大
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释放了中国全面扩
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展现
了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的中国担当。”《世界开放报告 2022》如
是评价。

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如期举办、越办越好的进博会，展示了中
国扩大开放、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满满
诚意，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强劲
动能。

外资投下信任票

——吸引外资规模扩大、结
构优化，鼓励投资项目增多、外
资准入门槛降低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对2家在华新合资企
业的投资达 30亿美元；华晨宝马生产基地
大规模升级项目 （里达工厂） 在沈阳正式
开业；诺和诺德在天津第8次增资扩产；松
下集团将冷链设备生产、销售等更多业务
板块转移至中国……这一年，多家外企用
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出信任票。

今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1至
11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422 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15.9%。这一水平已经超
过去年全年，规模创历史新高。

引资结构持续优化。空中客车中国研
发中心落户苏州工业园区，欧莱雅首次在华
成立投资公司，阿斯利康在青岛成立以罕
见病为主题的创新中心……1至 11月，中国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239.4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7%；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 19.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20.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3%。

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的背后，是一系
列开放举措释放的政策红利。外资准入门
槛越来越低，今年实施的全国和自贸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缩减至31条和27
条，压缩了 6.1%和 10%；鼓励投资项目越
来越多，2022 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与 2020 年版相比，鼓励条目增加近
20%……今年以来，中国引资制度政策体系
逐步完善，平均每天 1.5 个外资大项目落
地，外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更好引进外
资；促进深层次改革，离不开更好引进外

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更好引进外
资。在华外资企业应积极把握共享中国大
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
化国际合作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凭借巨大的市场潜力、完整的工业体
系、完备的基础设施等优势，中国引资规
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充沛活力，也折射出中国经
济的强大“磁力”和发展韧性。

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RCEP 释 放 开 放 红 利 ，
自贸试验区发挥“试验田”作用，
海南自贸港换挡提速

今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持续释放开放
红利。前11个月，中国与RCEP其他14个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为11.79万亿元，占中国
外贸总值的30.7%。

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
贸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从中国到柬
埔寨，广东的橘子只需要 6 个小时就能清
关，比过去缩短了一半的时间。关税降低
了，中国消费者以更便宜的价格喝上了新
西兰的乳制品和日本的清酒。

今年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
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
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自贸试验区发挥对外开放“试验田”

作用，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
贡献了全国 17.3%的进出口额，吸收外资
占到全国的 18.5%。自 2013 年在上海设立
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到今天全国一共设立
了 21 个自贸试验区、向全国复制推广了
278 项制度创新成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换挡提速。180多
项自由贸易港政策文件落地，自贸港政策
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前 11个月，海南货物
贸 易进出口总值 1826.3 亿元，同比增长
40.1%，快于同期全国增速 31.5 个百分点，
增速排名全国第三。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是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
举措。中国陆续同全球 26个国家和地区签
署了 19个自由贸易协定，覆盖亚洲、大洋
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自由贸易区
网络布局逐步完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与投资开放水平显著提升，经贸规则覆盖
领域更加广泛，承诺水平不断深化，为形
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
放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硕果累累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创新
高，“数字丝绸之路”更具活力

伴随火车汽笛轰鸣，足球、串旗等体育
用品从宁波港出发，搭乘中欧班列“世界杯
海运专线”，运往本届世界杯主办国卡塔尔。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屡创新
高。1至11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万余

列，已超去年全年总和，82 条运行线路通
达欧洲 24 个国家的 204 座城市，有效维护
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自 2011 年首趟中欧班列“渝新欧”从
重庆始发以来，中欧班列逐渐搭起“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主要桥梁。在中欧
班列助力下，“一带一路”朋友圈日益扩
大。目前，中国已经和 150 个国家、32 个国
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

共建“一带一路”，为民众增福祉。在沙
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矗立着一座规模巨
大的海水淡化厂。红海海水通过淡化厂400
余米取水管道进入取水泵房，经过一系列
技术处理转化为淡水后，通过一条条输水
管道流入千家万户。今年3月，由中国电建
所属山东电建三公司总承包的拉比格项目
三期海水项目建成投产。这是中企在海外
承建的第一个大型海水淡化项目，日产水
量 60万立方米，每天可向拉比格周边的吉
达、麦加等主要城市200多万户居民提供生
活用水，是沙特重要的民生工程。

“数字丝绸之路”更具活力。近年来，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规模稳
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持续提
升。自 2017 年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
路”以来，中国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在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信息等
前沿领域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新
发展。今年以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稳步推进，中阿跨境贸易沿着“网上丝绸之
路”火热展开……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17
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
忘录，与 23 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
作机制。

服务贸易提档升级

——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
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兴服务业
成为服务贸易增长新动能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设置
了中国服务贸易成就展专区，回顾10年来中
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中国服务进口额连
续9年位居世界第二，2012年到2021年进出
口总额年均增速是全球增速的 2 倍。

今年以来，在全球外贸形势复杂严峻的
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商务部数据显示，1至10月，中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49185.5亿元，同比增长17.2%；其中服务
出口23581.5亿元，增长18.1%；进口25604亿
元，增长16.4%。

新兴服务业为服务贸易注入新的增长
动能。保险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新兴
服务业增长势头好。商务部数据显示，1至10
月，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进
出口额达20478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1499.2亿元，同比增长
14.3%。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
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17.3%、16.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978.8亿
元，同比增长 5.6%；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
保险服务，同比增速达57.1%。

在智利，由中国设计、建设的超高压直
流输电项目正式启动，是智利电压等级最高、
输电距离最长、输送容量最大、抗震等级最高
的输电项目，对促进智利能源可持续发展、降
低电价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巴基斯坦，由
菜鸟建造的巴基斯坦首个快递智能分拨中心
在卡拉奇正式交付启用，中国提供的先进智能
快递分拨技术，帮助当地把效率提高了 4 倍
以上……“中国服务”正加速在全球落地。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沈阳、南京、
杭州、武汉、广州、成都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3年。北京
自2015年成为全国首个试点城市以来，服务
业扩大开放稳步向前，正在形成更加完善的
试点格局，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

外贸创新平台扩围

——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60个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

不久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迎来今年
第2次扩围，也是近7年里的第7次扩围。2
月，国务院同意批复在鄂尔多斯等 27个城
市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11 月，又新
增廊坊等 3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截至
目前，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已扩至165
个，覆盖31个省份。

综合试验区的探索和政策创新推动了
中国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海关数据显
示，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
1.92 万亿元，增长 18.6%。2022 年中国跨境
电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跨境电商
进出口交易额同比增长 28.6%。其中，综合
试验区带动作用明显。

11 月，全国增设 29 个国家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作为进口促进平台，此前已
确定的 14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已经
形成了各自优势和特色，有效促进了进口
贸易与产业、消费的深度融合。广州南沙区
聚焦酒类、奶粉、保健品等产业，形成了 6个
百亿元级进口平台。江苏昆山市进口贸易促
进创新示范区建设了进口咖啡交易平台、生
豆分拨中心，布局咖啡的全产业链。

9月，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了新一批8个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名单，推进发展外贸
新业态，培育增长新动能。近日，内蒙古满洲
里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一批货值62.92万元
的女式拖鞋，已在满洲里机场海关完成申
报，从深圳市妈湾码头出境，出口至沙特阿
拉伯。该公司业务负责人说：“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但节约了物流成本，还大
大缩短了货物在国内的通关时间。”

目前，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正处在创新发展的窗口
期。创新平台的进一步扩围和建设，将加快
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激发外贸转型发展
新活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2022年，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止步。成功举办
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增加，外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RCEP正式实施，
持续释放开放红利，自贸区网络布局更加完善；创新
平台持续扩围，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中欧班列开

行数屡创新高，“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服务进
口额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服务”加速在全球
落地……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国际
合作注入更强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更大贡献。

这一年，中国高水平开放不止步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中欧班列 （成渝） 列车在成都国际铁路港等待发车。
新华社记者 王 曦摄

▲第五届进博会上，技术装
备展区的一家科技企业带来VR
一体机及骁龙定制运动座舱，吸
引不少观展人员体验。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第十九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上的东盟各
国展示台一角。
彭 寰摄 （人民视觉）

▲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近 日 举 办
“2022金华市首届内外贸优品产销
对接会”活动，近百家内外贸品牌
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参展。图为
电商主播在活动中直播带货。

胡肖飞摄 （人民视觉）

▼临近岁末，江苏省如皋市
吴窑镇家具产业园各企业抢时速
赶订单，力争“全年红”。图为近日
吴窑镇家具产业园的工人正在赶
制出口家具订单产品。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作为中国第三大外贸整车出
口港和山东省最大的专业化汽车码
头，山东港口烟台港今年前 11 个月
共完成商品车发运 37.8 万辆，同比
增长39.2%。图为日前大批出口商品
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集结准备装船。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