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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至 6 日，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 （简称服贸会） 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
区举办。在国新办 8 月 2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商务部、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就中国服务贸易
发展和2023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进行了介绍。

商务部表示，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中国
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
服务贸易峰会，与世界各国共同探讨服务业和服
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新路径。

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加快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服务贸易展
现出较强发展韧性，保持较快增长。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介绍，2022年我国服务
进出口总额近 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9%，规
模创历史新高，连续 9 年位居全球第二。今年上半
年，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
总额达 3.1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5%。其中，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3.5%，服务贸易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加速创新，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有所
加快。据世贸组织预测，到 2030 年，数字技术将
促使全球贸易增速每年提升1.8到2个百分点。

“2022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
达到 2.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居全球第五
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可数
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继续增长12.3%，高出
服务进出口总体增速 3.8 个百分点。”商务部服务
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王东堂说，这些表明中
国数字交付的服务组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陈春江说，当前，随着外部需求减弱、风险
挑战增多、规则竞争凸显，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
面临一定压力和挑战。但要看到，中国服务业基
础不断夯实，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字
化、绿色化“双轮驱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有
利因素在不断积累，预计全年服务进出口规模将
保持增长、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

服贸会提质升级看点多

服贸会自创办以来，累计吸引196个国家和地
区的 60余万展客商参展参会，成为拓展服务贸易
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服贸会将重点突出国
际合作和线下活动，有望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陈春江说，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科技创
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的引领作用，综合展及9
个专题展将重点展示芯片技术、量子测控、卫星

遥感、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专精特新成果，60
余家企业和机构将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医疗
健康、文化创意等领域首发一批新产品、新技
术，引领行业创新趋势，为服务贸易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司马红说，今年服贸
会突出国际化、权威性、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展
客商交流洽谈、互利合作和互惠共赢。一是突出
国际化，发挥开放平台作用。二是突出权威性，
提高论坛会议活动质量。三是突出专业化，力促
达成高绩效成果。“截至8月20日，2200余家企业
线下参展，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00 多家，
覆盖了28个服务贸易前30强的国家和地区，整体
国际化率超过了 20%。目前，已有近 5000 家企业
线上参展，超过 1.2 万名专业观众应邀参会。”司
马红说。

此外，目前共有 75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定以
政府或者总部的名义在本届服贸会上设展办会。
例如，德国、意大利、韩国、日本、阿根廷等 28
个国家和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艾滋病
规划署等 7 家国际组织将在综合展的国别展区
线下设展。

打造服贸创新发展新高地

2020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上海等28
个省、市（区域）开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3年来，28个试点地区主动作为、深入探索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开放路径。

3年来，各试点地区累计推动实施的试点任务
措施达到 2883 项，形成了一系列试点成果和创新
经验，有效引领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地区成为促进服务贸易深层次改革的试
验田。28 个试点地区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完善服
务贸易协调机制。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各类资
金、技术、人员等要素跨境流动进一步畅通，服
务贸易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试点地区成为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的先行
区。试点地区在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专业服务等
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开放举措，在更多领域允许境外
服务提供者通过跨境交付、自然人移动等方式进入
中国市场，为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积累了有益经验。

试点地区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全方位创新的策
源地。试点地区数字服务、版权服务、知识产权
服务、“保税+服务”等领域业态模式创新，大大
激活了服务贸易发展动能。

试点地区成为引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
引擎。2022年，28个试点地区所在的 21个省份的
服务贸易规模占到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 97%以上，
充分发挥了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主力军”作用。

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二

服务贸易展现较强发展韧性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8月 21日电 （记者汪
文正） 财政部 21 日公布 1—7 月财政
收支情况。1—7 月累计，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39334 亿元，同比增
长 11.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1623亿元，同比增长3.3%。
财政收入增长，除经济持续恢

复、总体回升向好带动外，主要是去
年4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

数。受此影响，税收收入特别是国内
增值税大幅增长，相应拉高财政收入
增幅。1—7 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
117531亿元，同比增长14.5%。

从地方收入看，1—7 月累计，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485 亿元，
同比增长11.8%。31个省份收入同比
均实现正增长，其中，5个省份增长
20%以上。

从财政支出看，各级财政部门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支出强
度，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
节和关键领域的投入，基本民生、乡
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科技
攻关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7 月，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
券24971亿元，其中，用于项目建设
的新增专项债券23598亿元，推动一
大批惠民生、补短板、强弱项的项目
建设实施，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
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财政部积极落实就业
优先战略，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优化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保障政策，确
保就业大局稳定。2023 年，中央财
政下达就业补助资金 667.6 亿元，比
2022年增加 50亿元，增长 8%，支持
各地落实包括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
岗位补贴等在内的就业创业扶持政
策，全力支持稳定就业大局。

与此同时，财政部延续实施阶段
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完
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吸纳就业补
贴、扩岗补助等减负稳岗扩就业政
策；通过就业补助资金支持 20 个地
市实施示范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公
共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配
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继续实施百
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稳定脱贫
人口务工规模，拓宽农民工转移就业
和就地就近就业空间，统筹推进退役
军人、残疾人和困难群体等就业。

前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1.5%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近年来统筹
财政资金加强灌渠、水库、堤防、山
塘等水利工程维养，为粮食丰产丰收
提供了坚实保障。图为新干县金川镇
沂江河水系交错相连。

李福孙摄 （人民视觉）

眼 下 ，内 蒙 古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万余亩白萝卜
进入丰收季，当地
农牧民和加工工人
忙着采收、运输、腌
制、晾晒。近年来，
该旗通过“企业+农
牧户”模式建设白
萝卜种植基地，打
造 白 萝 卜 全 产 业
链，加工好的萝卜
干畅销全国多地，
还远销海外，让农
牧民稳定增收。图
为8月21日，工人在
鄂托克前旗城川镇
一家副食品公司晾
晒白萝卜条。

王 正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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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 21日电 （记者
杜海涛）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
新发布，截至8月15日，主产区各
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夏粮 5547 万
吨，其中收购小麦 5034 万吨，同
比增加249万吨。

小麦是夏粮主要品种。新季小
麦上市以来，收购工作平稳有序、
进展顺利。目前，江苏、安徽、湖
北小麦旺季收购进入收尾阶段；河
南、河北、山东进度在七到八成。
近期，各类企业收购积极性较高，

农民售粮踊跃，小麦优质优价特征
更加明显。当前收购均价基本稳定
在每斤 1.4 元左右，预计后期小麦
价格仍将总体保持平稳，明显高于
最低收购价格水平。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
9月底，目前小麦总体收购进度超
过八成。早籼稻收购已近尾声，市
场运行平稳、购销活跃，收购数量
同比有所增加，为保障粮食市场供
应打下良好基础。

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超5000万吨
旺季收购进度已超八成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近年来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农村，建设
乡村就业工厂或车间，带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目前该区已建成电
子设备生产、木材加工、服装加工等乡村工厂100多家。图为工人在丰南
区小集镇钱庄村一家木质包装产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选准产业发展方向，发展多样
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图为吕山乡胥仓村，农民在采
收芡实。 王徐超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8月 21日电 （记者
徐佩玉）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
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1
年 期 LPR 为 3.45% ， 5 年 期 以 上
LPR为4.2%。1年期LPR较上一期
下降 10 个基点，5 年期以上 LPR
保持不变。

这是1年期LPR迎来年内第二
次下降。今年以来，1年期LPR已

下降 20 个基点。6 月 20 日 LPR 今
年首次下降，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
LPR双双下降10个基点。

作为 LPR 报价的基础，本月
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中标利率
较此前下降15个基点至2.50%。此
外，8月15日，逆回购操作中标利
率，以及隔夜期、7 天期、1 个月
期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均较此前
下降10个基点。

1 年 期 LPR 降 至 3.45%
今年以来已下降20个基点

本报成都8月 21日电 （记者
孔德晨） 21日，记者从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
质量（成都）大会新闻发布会获悉，
第五届中国质量大会即中国质量

（成都）大会将于 9 月 1 日至 2 日在
成都市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中国质量大会是中国质量领
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的国际性质量会议，已分别在
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成功举
办四届。

本届大会以“经济复苏中的质

量变革与合作”为主题，邀请各方
代表共同探讨新形势下的热点质量
话题和质量管理前沿内容，凝聚质
量共识，促进质量合作，加快质量
变革，推动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会采用线下为主、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850
人，其中国外嘉宾200人左右，包
括外国政要、有关国际组织负责
人、外国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外
国质量组织负责人、部分国家驻华
使节、有关外国驻华商会负责人、
在华外资企业高管等。

第五届中国质量大会将举办

本报太原8月 21日电 （记者
付明丽） 记者从山西省工信厅获
悉，截至目前，山西累计建成 5G
基站8.4万个，万人拥有5G基站数
居全国第一方阵。2023 年，山西
将完成新建5G基站2.5万个，累计
建成 5G 基站 9.21 万个，提前完成

“十四五”5G基站建设任务。
山西抢抓5G发展机遇，先后出

台《山西省加快5G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和若干措施》《山西省加快 5G
融合应用实施方案》，推动 5G 融入
经济社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在

“矿”“厂”“医”“景”等领域涌现了
一批新模式、新业态。

其中，智能矿山 5G 应用量质
并进，全省累计 50 余座煤矿开展
5G应用探索，5G在煤矿的应用由
通话、数据传输向机器人巡检、设
备远程操控等生产环节渗透；制
造业工厂 5G 应用不断突破，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为指导，以产业链、专业镇企业
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实现 5G+工
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设、深化应
用、深度赋能。

山西累计建成5G基站8.4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