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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至 16日，2024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暨中国贸促会
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部署，总结 2023年贸促工作，部署 2024年任务。中国贸
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任鸿斌作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全国贸促系
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立足“五个重
要”定位，聚力四条业务主线，坚持创新提质，勇于攻坚克难，推进
贸促工作三个“一盘棋”，构建“1+5+10”工作格局，各项贸促工作
可圈可点、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党和国家大局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贸促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办好党
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重大经贸活动，创造性筹办“两展四会”，首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成果丰硕，2025年大阪世博会中
国馆筹备工作扎实推进，“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2023年全球贸
易投资促进峰会、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首届全球工
商法治大会成功举办，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境内外展
会提质增效，自贸协定推广实施持续深化，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
班实现“三个转向”，推动稳外贸稳外资取得新实效。强化贸易
摩擦应对、企业合规建设、知识产权服务等工作，加快拓展仲裁、
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商事法律服务再上新台阶。深度参与多
边平台和国际组织工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突破。改革举
措落地生根、多向发力，品牌调研、新闻宣传等工作有声有色，应
用型智库建设扎实推进，系统合力进一步提升。

会议强调，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贸促工作意义重大。
全国贸促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部署，持续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 70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
资促进峰会上的重要视频致辞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巩固提升，着力做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巩固外贸基本盘、推动稳
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服务涉
外法治体系建设、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打造高水平应用
型智库、推进深化改革发展等九方面工作，重点开展“千团出海”
行动、加强驻外机构建设、提升展会论坛实效、服务企业境外投
资、做好定点帮扶等五项专项任务，构成“1+9+5”工作格局，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
争取更大成绩。

会议要求，要增强大局观念，提高政治站位，自觉从全局高
度想问题办事情，把党中央精神贯穿到贸促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要积极担当作为，保持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大兴调查研究，
推动解决一批发展所需、改革所急、企业所盼的问题。

会议强调，全国贸促系统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奋力谱写贸促
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党组成员，会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贸促会和行业贸促会主要负
责同志出席会议。 （贸促会办公室）

瑞士小镇达沃斯再次热闹起
来。来自全球 12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800 多位政商界人士在这里继
续讨论全球亟待解决的问题。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应邀赴瑞士出
席世界经济论坛 2024 年年会并对
瑞士、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来自
中国的理念、主张、经验将在这里
再一次向世界传播，特别是对外开
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声
音的关键词。在此前主动对法国、
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
西亚六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
方面免签之后，中国选择在此时再
次宣布对瑞士实行单方面免签，引
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认可，期待
中国推出更为主动的、更大力度的
单方面开放措施。

单方面开放或者单边开放，是
近期经济学界、工商界人士热烈讨
论的一个话题，他们认为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需要更大力度的单方
面开放措施。在我国 45 年的对外
开放进程中，单方面开放与多双边
开放是共同存在、互相促进的。例
如向众多行业的外资企业开放中
国市场、举办进博会便是典型的单

方面开放措施，而加入WTO、自贸
协定则是多双边开放的举措。这
些开放措施造就了中国的一体两
面——“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
也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相交
融。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
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
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
标识。在这个标识之下，我国推出
更大力度单方面开放措施具有双重
意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单方面
开放有利于为我国发展营造相对稳
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持续吸引全
球各类要素向中国集中，也有益于
推动我国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全球化弄潮儿英国、美国
都曾经实施过单方面开放措施：英
国从 1846 年废除《谷物法》到 1932
年通过《进口税法案》，实施了80余
年单方面开放政策；美国从1934年
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到 2016 年
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政策，
也实施了 80 余年的单方面开放政
策。通过单方面开放，英美两国有
效集聚了全球优质要素，相继成为
全球经济、贸易、金融强国。

我国推动大力度单方面开放
还具有现实意义。与几十年前全
球化风生水起的形势相比，当前的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早已沧海桑田，
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保护主义抬
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跨境贸易投资形势不容乐观，多双
边贸易体制面临困局，这导致多双
边对等开放的效果大打折扣。例
如，WTO 这颗明珠失去了往日的
光泽，亟待改革，许多国家选择签
署双边或小范围多边的自贸协定、
投资协定来保持开放。在众多的
自贸协定、投资协定当中，各参与
方仍然追求的是互惠互利的对等
开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国
家要么由于政治因素干扰而不愿
开放过多本国市场，要么有些发展
中国家经济社会体系不完善，开放
市场也不现实，开放效果不理想，
这都限制了自贸协定或投资协定
的作用发挥。

在对等开放难以达到目的和释
放红利的情形之下，我国推出更大
力度的单方面开放举措，是一个战
略性、务实性的自信选择，也是一招
应对当下世界变局的妙手棋。我国

大力度实施单方面免签、零关税、负
面清单等开放措施，持续吸引全球
要素向我国集中，为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不断注入新动能。

首先要对更大力度单方面开
放进行战略布局。从国际关系层
面来看，发展稳定、可持续的中欧
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中日韩关系
十分重要，面向这些国家地区实施
更大力度的单方面开放是务实且
具示范效应的举措。例如，可否单
方面实施我方提出的中欧 CAI 条
款、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条款、
中日韩自贸区条款等等，或可以找
到对东盟、日韩、欧洲单方面开放
的公约数等。

其次要找准更大力度单方面
开放的着力点。从行业方面来看，
我国已经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接下来应该
在推出零关税政策上取得重要进
展。此外，扩大服务业开放，特别
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是当前主要
涉及制度型开放的内容。对特定
对象试点单方面开放服务业，可迅
速形成相关经验，也带动制造业等
向我国持续投资。

最后要用好单方面开放的重
要平台和抓手——自贸试验区和
海南自贸港。单方面开放需要种
种测试，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
现，因此，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要
积极发挥试验田的作用。自贸试
验区、自贸港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单方面实施例如 CPTPP、
DEPA 等条款的内容，一方面为准
备加入这两项自贸协定做足压力
测试，一方面也可以先期形成一批
集成性、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成果，
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树立样本。

在开放还是封闭的十字路口，
中国选择坚定地走开放这条路。
这次向瑞士等多个国家实行单方
面免签又开了一个好头，为接下来
实施更大力度的单方面开放措施
奠定了基础，因为只要人来了，那
么后续就会有资金来，有项目来，
有数据来，同时也为我国的人员、
资金、技术、数据更好走出国门营
造了良好环境。让我们对零关税、
服务业开放、单方面实施自贸协定
条款等更多的单方面开放内容有
所期待吧。

单边开放的力度不妨更大一些
■ 张凡

2022年 5月 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大
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发表
视频致辞时强调，“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做大合作蛋糕，让
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
中国贸促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国
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
会）。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
的国家级展会。李强总理出席开幕
式暨全球供应链创新发展论坛并发
表主旨演讲，就构建更加紧密的产业
链供应链伙伴关系提出四点倡议，重
申我国将更深层次参与构建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坚定决心，彰显了我国作为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参与者、维护者、
建设者的大国担当。

“链”通世界“链”接未来

首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
未来”为主题，坚持开创性、国际性、
专业化、绿色化办展理念，简约务
实、成果丰硕，成为“链”通世界的盛
会、“链”接未来的盛举。

这是我们主动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
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
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遭受冲击的大背景下，巩固和
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
方的利益所系和迫切期盼。中国贸
促会反复研究论证首届链博会办展
思路，面向全球广泛宣传推介，得到
各方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伊维拉等多名国际组织负责人认
为首届链博会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期待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这是我们主动回应国际工商界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迫切期盼的
重要平台。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时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经历
深刻调整。过去几年，各国企业经
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链、国际物
流不畅等实际困难，正在全球范围
内重新配置资源，塑造新的供应体

系。中国贸促会顺时应势、积极探
索创办链博会，提供全球共享的公
共产品服务，有力促进全球范围产
业分工、资源配置、创新合作和成果
共享，助力各国工商界抢抓市场机
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这是我们主动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重要载体。首届链博会
的主题和共建共促共享的办会原则，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
贸易中心、国际商会等五家国际组织
担任支持单位。众多外国企业和机
构不远万里来华参展参会，表示将扎
根中国长期发展，更好“在中国，为世
界”。为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我们
为老挝、卢旺达等最不发达国家参展
商提供免费展位等支持。通过首届
链博会，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朋
友圈”“伙伴群”越扩越大，供应链成
为“共赢链”“合作链”。

以“链”为媒收获满满

首届链博会以“链”为展示逻
辑，更加注重从展产品到展链条再
到展生态，设置智能汽车链、绿色农

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
康生活链等五大产业链和供应链服
务展区，举办六场专题论坛及 360
多场配套活动，来自 90 个国家、地
区的各界人士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
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中
外参展商以“链”为媒、精彩展示，收
获满满。

促进上中下游衔接。首届链博
会开创了办展新模式新业态，515
家中外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纵向
展示各链条各环节先进技术和产品
及未来发展趋势，横向展示金融、物
流和平台企业等服务。各产业链和
供应链服务展区的参展商同属一条

“链”，形成产业链“全家福”。与传
统展会相邻参展商多为同质性竞争
关系不同，此次参展的大批企业和
机构互为潜在合作伙伴，通过加强
交流合作，拓展了产业链朋友圈、延
伸了供应链伙伴网、集聚了创新链
驱动力。约九成参展商认为首届链
博会有力促进了其与上下游企业以
及与供应链服务企业的合作。首届
链博会上相当一部分合作意向都是
参展商之间达成的。

（下转第4版）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书记、会长 任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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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4年以来，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据霍
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介绍，边检站推出“错时通关、预约通关、延时通关”等保障措施，为游客创造更为顺畅的通
关环境。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15日，经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人员达19万余人次。图为霍尔果
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为游客办理中心入园手续。 新华社记者 赵戈 摄

本报讯 记者从 1月 15日全
国贸促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中国
贸促会今年将开展“千团出海”
行动，面向欧美、日韩、东盟、拉
美等重要经贸伙伴，组织超过
1000 批次企业团组赴海外参展
和考察洽谈，助力外贸企业拿订
单、拓市场。

据介绍，2023 年，全国贸促
系统累计在境外办展参展近 900
场，境外办展参展基本恢复到疫
情前水平。

今年，中国贸促会将更加注
重拓展海外市场，及时通报重点
出访团组计划，组织各地区各行
业企业广泛参与。同时，提升出
国经贸展览管理和服务水平，加
强海外市场信息服务，支持企业
参加境内外展会，着力推动巩固
外贸基本盘。

（毛雯）

本报讯 记者在 1月 15日全
国贸促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第二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各
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据了解，第二届链博会将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举办。
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
面展开。

据介绍，为适应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变革新趋势，第二届链博
会将在首届 5条产业链和 1个供
应链服务展区基础上，研究增加
新的产业链的可行性。

第二届链博会将进一步优化
展示逻辑，高质量推进招展招商，
放大链博会溢出带动效应。

（毛雯）

本报讯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张少刚近日在京会见拉脱维亚工
商会主席艾加斯·罗斯托夫斯基
斯一行，双方就推动中拉工商界
交流、加强两机构合作及第二届
链博会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李文）

张少刚会见
拉脱维亚工商会主席

第二届链博会
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中国贸促会：提升出国
经贸展览管理和服务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0.2%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2%

2023年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