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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第 133 届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在广
州开幕。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一届，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增至
150万平方米，线下展企业从 2.5万
家增至约 3.5 万家，新参展企业超
过 9000 家，线上展企业近 4 万家，
上传展品超过 300 万件，2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采购商报名
参会。“万商重聚珠江畔”的盛况，
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外贸的新气象。

“做生意就像走亲戚，
多见面才亲切”

4 月的羊城，天朗气清。不到
上午 9 时，琶洲展馆外就挤满了前
来参加广交会的中外客商。

在陕西联合进出口有限公司
的展位前，丹麦BONNIER公司采
购经理奥利·格隆德·桑德尔见到
了中国供应商陈涛。此前，双方
虽有业务往来，但受疫情影响，只
能线上沟通。与“素未谋面的老
朋友”刚见面，桑德尔就一手掏出
计算器，一手拿着尺子直奔主题：

“我们想继续订购苏打水机”“北
欧消费者喜欢自行购买二氧化碳

气弹”“快递包装尺寸不要比产品
大太多”……

陈涛将客户的要求逐条记录
在一个小本上。几番讨价还价，双
方脸上逐渐露出笑容。“桑德尔主
要做邮购业务，因此对商品包装要
求很高。既要注重环保，又不能让
包装超重增加额外的快递费。正
是通过广交会，我们才得以更加准
确、清晰地了解海外客户的需求。”
陈涛说。

不远处，浙江阿斯贝拉制冷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虞振也在卖
力地向采购商们介绍自家的压缩
机产品。虞振说，压缩机是冰箱、
冷柜等制冷设备的重要零部件。
阿斯贝拉的压缩机在 43℃的高热
气候下可以工作超过 5000 个小
时，在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地市
场很受认可。“做生意就像走亲戚，
多见面才亲切。广交会恰好给了
我们这样的舞台。”虞振说。

“即便站在路边，也要参会”

本届广交会是新冠疫情发生
后第一次全面线下举办，展览面积
和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为了抓住广交会的商机，很多人都
使出浑身解数。

“刚忙完第三届消博会，我就
赶来广交会了。连续在外加班超
过两周，是我从事贸易 20 多年来
的头一次！”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
社广州韩国贸易馆馆长金柱澈对
记者说，展位上咨询者络绎不绝，
让他觉得辛苦没白费。

据金柱澈介绍，韩方精选了 20
家企业参加本届广交会。其中，有
几家中小企业的产品非常独特。

“比如，枫年公司的压力锅、NUC
公司的榨汁机、脉鲜公司的便携式
丁烷气灶，这是几乎每个韩国家庭
都会用的产品。”金柱澈说，近些
年，随着中国对韩国出口增加，韩
国对中国的出口也越来越多，这得
益于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居
民消费能力的增强。下届广交会，
预计会有更多韩国企业参展，他正
盘算着如何争取更多展位。

临近傍晚，烟台艾睿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海外销售工程师姜雅腾
支起一个三脚架，开始忙活起来。

“从-20℃到 600℃，我们的红外热
成像镜头都可以自动生成物体的

热力影像。这些产品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链接手机十分方便，
自动驾驶、宠物医疗等领域都用得
上，在美国市场很受欢迎……”面
对从展馆中走出来的人们，姜雅腾
不停地介绍着。

他告诉记者，广交会人气旺，
可谓“一位难求”。尽管没能及时
订上展位，但公司无论如何不能放
弃这么好的机会。“即便站在路边，
也要参会！”姜雅腾语气坚定。

“到这里，为的就是寻找未来”

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中国向世
界展示了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海外
客商也努力寻找中国高质量发展
的机遇。

首次参加广交会的莫桑比克
小伙达尼洛·阿扎里亚斯，提前一
周来到中国。展会期间，他重点要
找的是可供非洲消费者使用的绿
色能源产品。

“粗放的发展方式会导致环境
问题，很多非洲国家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
非洲有着丰富的绿色能源储备，开
发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中国在绿

色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拥有很多先
进、成熟的产品。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去抓住这些机会呢？”达尼洛·阿
扎里亚斯对记者说，“非洲和中国
都意味着未来。到这里，为的就是
寻找未来。”

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更多促
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观点和智慧
相互碰撞交融。

在第二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
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说，保护
知识产权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驱动因素。希望广大企业在国际化
经营过程中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统筹开展专利、商标、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布局，为拓
展外贸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产业数字化对贸易数字
化的支撑还不够。未来，只有先积
极了解产业数字化的工作机理和
原理，推动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才能提升贸易数字化的质
量。”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石勇说。

更多“广交世界，互利天下”的
故事，正在珠江之畔续写。

（《人民日报》记者 王俊岭）

广交会展现外贸新气象

宝洁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
慕仁、康宁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魏文德、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艾伯乐、高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
蒙、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从今
年3月以来，陆续已有数十家跨国公司
高管开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业务交流、
商务考察之旅，争相把握中国经济发展
带来的机遇。与此同时，博鳌亚洲论
坛，广交会、消博会等备受关注的国际
展会近期陆续举办，为国内外交流合
作、推进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

“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高标准落实好外
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外贸稳规模优
结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
年会上，中国多个权威部门围绕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发声。

越是面临挑战，越是要加强开放
合作，越能推动形成经济稳健复苏的
强大合力。“让生机勃勃的中国大市场
为各国企业提供发展机遇。”商务部部
长王文涛说，中国市场是一个快速成
长的市场，开放的市场，更是一个共享
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而近
一段时期以来，海内外企业汇聚在中
国，不仅惠及了世界复苏发展，也将共

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时隔 3 年，与会嘉宾再次以线下

方式相聚博鳌，探讨亚洲和全球发展
大计。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旗
帜，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博鳌亚
洲论坛发出的团结合作之声，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新开发
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阿尼尔·基肖
拉说，亚太地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将
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不言而喻，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关键一环”。随着外资企业持续
加码中国，今后还将进一步优化在中
国的产业布局。此次外资企业高管绝
大多数是3年来首次到访中国，参加论
坛、走市场、谈合作，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世贸组织日前发布的年度《全
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2023年
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高于去
年10月预测的1%。报告说，上调全球
贸易增长预期的“关键因素”是中国不
断优化调整防疫措施，这有助于释放
消费需求，促进国际贸易增长。世界
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鉴于中方经
济复苏前景乐观，世行将2023年中国
增长预期由4.3%上调至5.1%，全球增
长预期由1.7%上调至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
“推进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
严峻、疫后经济复苏乏力，而中国连续
3 年举办消博会，彰显中国同世界共
享开放机遇的决心。本届消博会共吸
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382 个消费精
品品牌参展，其中国际品牌 2226 个、
国内品牌1156个；进场观众超过32万
人次，其中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数
量超5万人，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
日本、韩国、越南、印尼、泰国等 35 个
国家和地区超过 2000 名境外采购商
到会参与洽谈采购。

消博会刚刚结束，有着“中国第一
展”之称的第 133 届广交会在广州拉
开帷幕。本届广交会是新冠疫情以来
第一次全面线下举办，展览面积、参展
企业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吸引了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采购商报名
参会，将持续至 5 月 5 日，分 3 期开
展。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规模
创纪录”的描述，让全世界对“中国经
济这片大海”有了更深切的感触和认
知。截至目前，预计有来自40个国家
和地区的508家企业在12个专业展区
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参展企业占73%。越来越多人选
择追寻广交会这个中国外贸发展的

“风向标”，用脚步做出了“与时偕行”
的正向选择。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
本届广交会的火爆无疑更能从侧面反
映出中国外贸的韧性、优势以及中国
制造的蓬勃活力、生机。近期两大展
会意义不仅仅在于展示中国经济的发
展活力、增长潜力和开放的信心，更在
于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当
前，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容易，“众人拾
柴火焰高”才能共渡难关。中国以实
际行动向世界表明，坚定不移维护真
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才能推动各
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中国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
放，不仅是中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将为人类高质量
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开放合作，命运与共。从进博会、
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越办越好，
到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东西南
北中、海南自由贸易港扬帆起航，再到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
界。我们汇聚在这个开放的春天，也
必将创造美好的明天。

汇聚中国 惠及世界 共享机遇
■ 本报评论员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其中，出口 5.65万亿元，同比增长 8.4%；
进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0.2%。

“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出较强韧性，开局稳
中向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
长吕大良表示，外贸发展虽然面临更大困难和
挑战，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
随着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外贸向好势头有
望进一步延续。据介绍，今年 1月份，受春节假
期影响，进出口下降 7%；2月“由负转正”，当月
增长 8%；3月同比增速提升到 15.5%，呈现逐月
向好态势。一季度整体增长较去年四季度提速
2.6个百分点，开局平稳向好。

吕大良表示，我国外贸“开局平稳、逐月向
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外贸大盘稳中向好。今年以来，国内
疫情平稳转段，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运
行呈现企稳回升态势，生产和需求逐步改善，推
动外贸进出口明显回稳。3月份，出口集装箱重
箱同比增加10.5%，进口货运量增加20.3%。

二是经营主体稳中有进。今年一季度，我
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5.9%，较去年同期多了2.5万家企业开展进出口
业务，外贸热度稳步提升。其中，民营企业进出
口增速高于整体，规模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继
续保持在一半以上，为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发挥
了积极作用。海关对全国 3000 多家样本企业
的订单跟踪发现，新增出口订单金额增长的企
业比重，已连续3个月环比提升。

三是新动能稳中加固。面对当前外需减弱
的挑战，我国外贸迎难而上，外贸竞争的新优
势、增长新动能不断培育壮大，对外贸整体稳中
向好发挥了更为积极作用。一季度，我国对东
盟、拉丁美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
长 16.1%、11.7%、14.1%。规模合计占比提升 2.4
个百分点，达到 28.4%。同时，新优势产品表现
十分亮眼，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66.9%，同比增量超
过1000亿元，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合作
研究部主任刘英研究员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开局稳中向好也为未来
外贸走势稳健延续打下基础。当前，尽管受外需疲弱叠加加息
双重因素冲击，但在此形势下我国外贸依然创出了开门红，各项
指标表现良好，为未来稳外贸打下坚实的信心基础。与此同时，
一季度，我国外贸各项指标数据稳中向好，有不少出现50%以上
的增长，为二季度以及全年打下了有利的订单基础。此外，我国
疫情防控已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进出口贸易实现
了各项指标的全面恢复和增长，也为全年进出口贸易目标的实
现奠定了基础。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季度外贸数据的公布，确定实现开门稳，有效缓解了市场
对外贸可能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中国外贸超预期表现，为也
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了信心。

尽管我国外贸目前展现出向好态势，但我国外贸面临的外
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业内人士指出，全球贸易发展仍受到多
重因素影响，特别是外需不振、地缘政治等将给外贸发展带来
更大考验。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
合拳”，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吕大良表示，海关将在促进外
贸保稳提质 10项措施、助企纾困降成本 7项措施、帮扶中小企
业 6 项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进一
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工作，同时结合外贸形势发展和企业
需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更加精准帮助企业，更好助力外贸促
稳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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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 4 月 17 日发布《2022 年度
全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指出，
随着版权保护和创新环境的
优化完善，10 年来软件的质
量、数量全面跃升，推动了多
产业、行业在创新发展的道
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2022 年全国共登记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 183.5 万件，登
记 数 量 连 续 第 五 年 保 持 在
100 万件以上，这也使得我国
近 10 年来软件登记总量攀升
至 1000 万件规模。与 2012 年
相比，年度登记软件数量增长
了 12倍。

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大
数据类软件的登记数量均超
过 3.5 万件，相比两类软件的
初始登记数量分别增长 32 倍
和 45 倍，年均增速超过 50%，
远高于全类别软件整体增速。

2022 年全国 APP 软件和
小程序软件的登记总量超过
25 万件，约占登记软件总量
的 14%，相比 2012年占比提升
9个百分点。

近年来新技术、新成果、
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和
应用，大专院校不断强化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人才队伍
专业化建设，为科技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创
新支持和人才支撑。2022 年
我国共有 1592 所大专院校登
记软件 102546 件，相比 2012
年登记数量增长 10 倍，每所
大专院校的平均登记数量由
16.4 件提升至 64.4 件，增长约
3 倍，远远高于其他类别著作
权人的平均登记数量。

（毛雯）

2022年全国共登记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183.5万件

今年一季度，江苏省盐城港射阳港区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26.6万吨，风电设备装卸33套。据了解，2022年该港区完成货
物吞吐量660万吨。图为近日航拍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区。 中新社发 许丛军 摄

本报讯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
“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
表示，对平台经济反垄断一直坚持
规范监管和促进发展并重，通过执
法不断优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市场竞
争秩序。除了行政处罚外，还有约
谈提醒、行政指导、规则指引等梯次
性的监管措施。

谈及当前中国反垄断工作现状
时，甘霖表示，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
完善，为平台企业提供了更清晰明
确的行为指引。在加强竞争合规的

指导下，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
常态化监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为
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
好的环境。

据悉，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
制度规则。修改《反垄断法》，增加
了《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监管执法制
度规则》，修订完成《禁止垄断协议
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
为规定》等配套规章，进一步细化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具体规
则，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清晰明确
的行为指引。 （宗赫）

国家市监总局：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实施组合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