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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数字贸易应运而生，并逐步成为

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未来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近日

联合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2022年中国跨境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达到37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中国数字贸易正保持良好势头，蓬

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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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谷业凯） 北京
算法交易服务中心近日在北京市门头
沟区揭牌成立。该中心依托“京西智
谷”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与联创中心的平
台支撑，旨在通过算力服务与算法交
易相结合的方式，为北京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提供动力。

据了解，“京西智谷”人工智能
计算中心今年 6 月正式上线；7 月，
科技部正式批复该中心为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目
前 该 中 心 已 与 50 余 家 单 位 开 展 合
作。首批算力规模 100P（即 PFLOPS，
1PFLOPS=1000 万亿次浮点运算/秒），
今年算力规模将达到 400P，并持续扩
容至 1000P。此外，该计算中心还支
持开源大模型的服务，帮助企业加快
业务创新，目前已有几十家人工智能
企业在此孵化基础大模型、行业大模
型和应用模型。

数字技术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数字时代机遇和应对
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金钥匙”。《报告》提
出，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贸易形态，以数
字技术赋能、以数据流动为关键牵引、以
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平台为
有力支撑，展现出较强活力和韧性。2020
年以来，全球贸易因多重因素受到较大冲
击，但数字贸易发展势头却依然强劲。《报
告》数据显示，2019 年至 2022 年，全球数字
贸易增长了 36.9%，高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
易增速。

就中国而言，数字贸易发展近年来保持
增长势头，正成为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 重 要 力 量 。 数 据 显 示 ， 2019 年 至 2022
年，中国全口径数字贸易总额（跨境电商贸
易额和数字服务贸易额之和）由 3.17 万亿元
人民币增加至 4.68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13.9%。2023 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
的服务贸易额为 1.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2.3%。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迅猛，这得益于
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一系列优势。”山东产
业技术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许余洁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
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0万亿元人民
币，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41.5%。此
外，中国近年来在5G、数据中心、云计算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在大
数据分析、移动支付体系、物流配送等领域
也处在全球前列，这些都为数字贸易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出海”规模不断扩大

在数字化浪潮下，以 5G、云计算、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已成为推动贸易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源。尤其在数字服务
贸易领域，运用数字化技术可使一些原本

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可贸易服务，催生出
远程医疗等服务贸易新模式、新业态，进
一步提高了服务贸易规模。同时，企业还
能以数字平台为基础实现更多服务贸易的
线上化交付，让全球服务贸易变得更高效
便捷。

“山东挖掘机、浙江瑜伽服、广州厨具……

有了 AI 的帮助，坐在家里就能把货卖到全
球。”在近日举行的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上，阿里巴巴国际站展台的全链路人工
智能外贸产品吸引了到场嘉宾的目光。据展
台工作人员介绍，该产品拥有商品发布与管
理、市场分析、客户接待等多项功能，几乎覆盖
了开展外贸业务的全部环节。即便是缺乏专

业人才的中小企业，也能在 AI 辅助下顺畅地
与海外客户交流、发布符合海外市场趋势的商
品，顺利“出海”走向世界。

如今，越来越多数字企业依托技术优势
“出海”开拓新机。《报告》通过对 18 家中国代
表性上市互联网企业年度财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不少企业2022年海外业务收入快速增
长，“出海”取得初步成效。2022年中国数字
服务出口 2089.1亿美元，同比增长 7.2%；数
字服务贸易净出口规模达467.5亿美元，同比
增长55.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所长辛勇飞认为，随着中国数字企业“出海”
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含金量不断提高、产品
品类不断拓展，相关企业在全球数字贸易中
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政策环境日益向好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数字贸易近年来迅
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日益向好的经贸领域数
字化政策环境以及贸易创新发展模式。

近日，在北京海淀举办的2023数字贸易
发展论坛上，“数字贸易合作伙伴计划”倡议书
正式发布。该计划旨在为全球数字贸易企业
提供渠道开拓、政策咨询、当地对接和落地
支持等服务，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
中发挥桥梁作用，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实现繁
荣发展。

在做强做优数字服务出口方面，商务
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今年4月印发《国家
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首批创新实践案例》，择优
选取了首批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中的
部分基地在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数
字服务产业生态、优化公共服务、完善数字
服务出口统计等方面有关经验做法，向全国
复制推广。

随着各国积极推进贸易领域数字化转
型，数字贸易也成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
重点。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
正多措并举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包括推动
出台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政策措
施，推进成立商务部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推进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和规则制
定等。

专家认为，在趋势牵引、技术推动、政
策促进和规则保障等效应叠加下，数字贸易
发展的驱动力将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已形成
广泛共识，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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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西湖博物馆焕新升级，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参观。图为在
西湖博物馆“西湖四序体验厅”里，观众正观看通过数字化3D技术展现的
西湖美景。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今年以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通过邀请专家培训外贸知识、组织企业出海“抢订单”、免
费为企业代办进出口资质等方式，助力当地紧固件企业拓宽海外市场。图为在永年区一紧固
件生产企业，工人在智能仓储车间操控设备装卸货物。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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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在发展变电设备产业过程中，把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
模式运用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方面，不断加快变电设备产业转型步伐。图为在
崇仁县高新区明正电器智能化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组装出口非洲国家的变压器订单。

朱海鹏摄 （人民图片）

从“制造”迈向“智造”

在三一重工北京桩机工厂，小到一块钢
板的分拣，大到 10 多吨桅杆的装配，全部由
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厂内共有 8 个柔性工作
中心，16 条智能化产线，375 台全联网生产
设备，通过工厂控制中心的“智能大脑”，订
单可快速分解到每条柔性生产线、每台设
备，实现从订单到交付的全流程数据驱动。
借助 AI 算法和 5G 网络等，桩机工厂实现了
智能工业机器人在大型装备自适应焊接、高
精度装配等领域的深入应用。在后台，由工
业互联网平台树根互联打造的“根云平台”也
在日夜不停计算，分析 3.6 万多个数据采集点
收集的工业大数据，为每一道工序、每一个
机型甚至每一把刀具等匹配最优参数，优化
工艺流程。

业内人士认为，工业互联网正成为中国制
造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关键支
撑，让工业设备“连得上”、让生产流程“看得
清”、让安全管理“控得精”。

跨行业跨领域平台作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发
展水平的代表，有力支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近日举行的2023中国国际数字经济
博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3年新增

“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科大讯飞羚羊工
业互联网平台等入选。

据了解，在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
创新的供需双方均可在“羚羊科产”板块上自
主发布、自主匹配、自主对接。平台应用

“大数据+AI+技术经理人”模式，实现大规模
供需精准匹配和深度对接，企业可以用较低
成本解决技术问题。“我们依托人工智能算法
和技术经理人，实现供需精准对接，让企业
创新少走弯路。”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相关负
责人说。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晨
表示，工业互联网通过提供低成本、快部
署、易运维和强安全的轻量化应用，可以显
著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让企业以灵活
的方式快速提升数字化能力，从而实现降本
增效。

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

“截至目前，全国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
网平台达 50 家，平均连接工业设备超 218 万
台、服务企业数量超23.4万家，不断推动知识
经验数字化、工业技术软件化、资源能力平台

化。”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说。
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综合型、特色型、专

业型的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基本形成。
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进入规模化应用推广关
键阶段。随着平台技术不断创新、标准引领持
续强化、应用场景快速拓展，工业互联网平台
创新应用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解仑认为，工业互联网
建设与落地推广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
程。行业间跨界融合不充分，细分领域差异较

大，种种因素仍制约着中国工业互联网的普及
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研究所副所长田洪川建议，强化行业龙头企业
引领作用，以业务为纽带实现工业互联网平台
在重点行业上下游的应用推广，梳理高价值、
共性需求的场景，培育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还要加快工业互联网与传统基础设施统
筹建设、融合应用，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为
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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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坐在驾驶台上轻轻操作摇杆，屏幕上即显示挖掘机作

业的场景；智能配送机器人应用自动驾驶技术，可实现自主避障、呼

梯乘梯等，打通快递服务最后1米……这是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国制

造的缩影。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业互联网已全面融

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5G+工业互联网”在采矿、港口、电力等重点

行业打造了20个典型应用场景，助力千行百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