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金秋时节，第六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5 日如期而至。
在形似“四叶草”的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来宾齐聚展会，超过 3400家企业参
展和近41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进博会由习近平主席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谈及进博
会六年来取得的成就，不少嘉宾和
展商纷纷表示，进博会是中国坚定
推进高水平开放的缩影，有力推动
世界分享中国大市场、共享中国新
机遇，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六年
来，中国举办进博会的初心不改，迎
五洲宾客、汇全球好物，不断推动世
界各国客商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机
遇，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实现共同繁
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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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选择100个城市和
园 区 开 展 碳 达 峰 试 点

新华社北京 11月 6日电（记者 陈炜伟 严赋
憬）国家发展改革委 6日对外发布《国家碳达峰试
点建设方案》。《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100
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
建设，聚焦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探
索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市和园区碳达峰
路径，为全国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

《方案》提出了坚持积极稳妥、坚持因地制宜、坚
持改革创新、坚持安全降碳 4 条工作原则，以及
2025 年、2030 年的主要目标。到 2025 年，试点范
围内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机制基本构建，一
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举措和改革经验初
步形成，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基础、不同产业结
构的城市和园区碳达峰路径基本清晰。到2030年，
试点城市和园区重点任务、重大工程、重要改革如期
完成，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机制全面建立，有
关创新举措和改革经验带动作用明显，对全国实现
碳达峰目标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方案》在确定试点任务、实施重点工程、强化科
技创新、完善政策机制、开展全民行动等5方面部署
了试点建设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统筹考虑各地区碳排放总量及增长趋
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首批在 15 个省区
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由有关省区发展改革委提
出建议名单，经本地区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确认。

察观财经

为发展创造机遇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

塘。六年来，进博会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

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案的重要平

台”“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绝佳机会”“拓展中

国市场的好渠道”“探索交流合作的绝佳窗

口”……今年，百余名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全球总部高管来华参加进博会，规模创新高。

总部设在丹麦的跨国水泵制造商格兰富
连续六年参展，不仅是进博会“全勤生”，还是
场馆设备供应商。

“到进博会现场来！”格兰富全球产品高级
总监彼得·韦斯特格伦·奥克森向全球同事发
出邀请，“与中国客户面对面交流，这是一个好
机会。”

去年，奥克森迁居中国，并首次参加进博

会，对展会及其“溢出效应”深有感触。他说，

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市场和客户需求，才能设计

出更多贴近本土需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本届进博会期间，奥克森的同事、格兰富

全球副总裁阿斯特丽德·内尔高·弗里斯也将

现场参会。她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中国，

第一次参加进博会，“为此已期待好几年”。

进博会能帮助企业“在全球交流中看到更多

可能性”。

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美敦力
也已连续六年参加进博会。美敦力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杰夫·马萨告诉新华社记者，进博

会是跨国医疗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展示全

球前沿医疗科技的重要平台。正是得益于进

博会强大的市场影响力，美敦力的产品和服务

能够更快惠及中国患者。

“进博会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窗口。”马
萨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展现出强大的韧
性和活力，吸引美敦力不断加强本土能力建
设，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进博会为所有在华发展的跨国企业提供
了展示交流的平台，是加强国际合作、激发创
新活力和构建产业生态的助推器。”西门子全
球执行副总裁、西门子中国董事长、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肖松告诉记者，企业在进博会上展示
产品，就好像是在播种，如今这些展品、服务或
解决方案已经在中国各行各业落地生根。

西班牙经济学家胡里奥·塞瓦略斯认为，
中国以进博会为窗口，传达着坚持扩大对外开
放、与世界加强经贸关系的意愿，体现其对多
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承诺。

前五届进博会，参展企业首发新产品、新
技术和新服务约 2000项，累计意向成交额近
3500亿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
创举，进博会越办越好，彰显了中国支持自由
贸易、推动合作共赢的坚定立场和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襟怀担当。

让增长更加包容

“我每次去上海，都是笑着回来的。”喀麦
隆 51岁女商人塔卡姆是进博会“常客”，今年
是她第四次参加进博会。前几届进博会上，塔
卡姆发现中国消费者对纯天然产品格外青睐，
因此今年她专门挑选了纯天然成分的桃花心
木油。

“进博会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塔卡姆
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几十年从商生涯中，她
在很多国家参加过展会，但进博会效果更佳，

“最好的展会总是在中国”。
“要把最好最新的产品送到进博会”“让更

多人了解家乡好物”“进博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
订单，还有希望”……进博会举办以来，很多参
展商发出类似心声，凸显进博会的强劲磁力。

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叙利亚女企业家鲁

拉·阿迪卜就积极参与，把玫瑰精油等特色产

品带到中国。今年，阿迪卜再次满怀期待来到

上海。

阿迪卜告诉记者，进博会“参会成本不高，

对于像我们这样来自叙利亚的小企业来说，这

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巨大机会”。企业从进博会

“出发”，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首次参展以

来，企业在中国完成了注册商标等合规程序，

针对中国市场进行初期品牌建设，还计划推出

新包装，“给中国客户带来惊喜”。

本届进博会为来自 3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约 100 家企业提供免费展位、搭建补贴等措
施，持续推动这些国家的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

场。正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合设机构

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梅拉·科克－汉密尔

顿所说，进博会不仅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强大

平台”，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机遇”。

国际贸易中心是进博会合作伙伴，每年都

会组织一批中小企业参加进博会。截至第五

届进博会，国际贸易中心已组织来自 37个发

展中国家的 260家企业参加。在科克－汉密

尔顿看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最重要

的途径之一是推动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持续增

长，“进博会实际上是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是中国经济活力和市场磁力吸引我们不

远万里来到这里！”巴哈马贸易委员会主席菲

利普·加拉尼斯告诉记者，5家巴哈马企业将参

加本届进博会，尽管未设展台，但进博会形式

丰富的配套洽谈会将为巴哈马今后进一步深

度参与进博会奠定基础。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
年。中欧班列“进博号”搭载着第六届进博会
展品穿越亚欧大陆，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的商品，源源不断送到展会现场。俄罗斯科
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研
究中心领衔研究员罗扎利娅·瓦尔法洛夫斯
卡娅表示，进博会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

六年来，进博会“朋友圈”持续扩大，吸引
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文
化背景的新老朋友同赴“中国之约”，成为中国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平台，发出了
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时代强音。

为未来积蓄动能

六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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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时任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以桥为喻，从进博
会联想到中国建设的“三座桥”：“通往世界之
桥”“通往繁荣之桥”“通往未来之桥”。诚如拉
加德描绘的意象，进博会也是一座桥梁，连接
着全球好物、各国企业、民生民心，更连接着全
世界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扩大开
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这是中国
举办进博会的初心。

“进博会已成为中国分享发展机遇、加强
同跨国公司合作的重要平台，传递出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全球矿业公司力拓集
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区主席白睿明说，今年他
将同集团首席执行官一起与会，期待“感受进
博会与中国市场的脉搏”。

在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哈
伊里·图尔克眼中，进博会有助于推动世界经
济更加开放，为全球经贸往来开创更多渠道。
他说，在一些国家推行贸易限制、地缘冲突加
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举办进
博会更彰显中国致力于开放的难能可贵。

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中非经贸博览
会、中阿博览会等大型合作交易展会与进博会
一道，形成了国家级“展会矩阵”。这些展会

“溢出效应”不断放大，对促进国家级商品和服
务的供需对接、增进各国贸易往来发挥着重要
作用，为各国共享未来积蓄动能。

“中国把自身的发展置于全球发展之中，
为其他国家发展注入动力，增进各国人民福
祉。”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平等世界论坛主席
约万诺维奇如此感慨。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中国的成就
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全球经济。以开放纾
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
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
断向前。开放中国的进博初心一以贯之，与
合作伙伴一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
确定性。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博采共进开放共享
——六年进博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

新华社记者 宿亮 张代蕾杜静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在上海开幕，69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亮相国家展。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郑州麦播基本结束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从郑州市农委获

悉，2023年郑州市预计小麦播种面积 220万亩，目
前全市麦播已经基本结束。

今年“三秋”期间，市农委成立“三秋”生产领导
小组，密切关注天气，加密会商研判，动态分析华西
秋雨对秋粮生产的影响，指导区县（市）细化工作，积
极应对，确保秋粮丰收到手；成立4个“三秋”农机化
生产服务指导组，细化职责分工，分片包干检查指导
全市“三秋”农机化生产工作。全市组织各类农业机
械30万台（套）投入三秋生产，各区县（市）开通并公
布“三秋”机收保障热线，及时帮助农户解决机收难
题。全市“三秋”农机保障充足，秋收秋耕秋种顺利
开展。

市农委组织专家对在售小麦种子进行抽样检
测，共抽查小麦种子样品223个，涉及郑州市种子生
产经营企业、种子生产经营商户（门店）99家，经检
测 223 个种子样品三项指标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极大地保障了农户用种安全。同时，适时启
动肥料等农资供应日报，密切监测市场供应情况，做
到量足质优价稳。

市农委还成立6个由农技、植保、土肥、种子、农
机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指导组，分包县区，深入基
层，与基层农技人员一同开展技术服务 60余人次，
指导帮助生产主体做好灾害天气应对、麦播品种播
期选择，提高麦播质量，打好丰产基础。

下一步，市农委将按照“种子落地，管字上马”
的要求，毫不放松做好小麦冬前管理指导，积极应
对不利天气条件，为明年夏粮丰产打好基础。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