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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意浓，东方有约。第七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
在上海举办。

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
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一大创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
深刻阐明举办进博会的深远意义。

连续成功举办进博会，中国以海纳
百川的胸怀，搭建了货通天下、全球共享
的合作平台，一个个“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的进博故事为疲弱的世界经济注入
信心。

未来六天，第七届进博会将见证中
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魅力，汇聚不同国家
开放创新合作的愿望，证明只有开放合
作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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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千金——“让中国大市场
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从空中俯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仿佛绽
放的“四叶草”，迎接各国宾客到来。

国家展、企业展、人文交流活动等各类
展台全部准备就绪，整体展览展示面积将超
过42万平方米，297家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来自多国近 800个采购团体参展与
会，数量创历届新高。

一诺千金，越办越好。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

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充分发挥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作用，让
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习近
平主席的庄严承诺掷地有声。

2018 年首届举办以来，进博会持续发
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

“四大平台”功能，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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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合作之舟，进博会为低迷的世界经济
注入暖意——

国家展，集中展示各国形象以及贸易投
资领域机遇的平台。今年有 77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参展，数量超过上届。

法国，主宾国之一。法国商务投资署在
其官网表示，进博会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商
业倡议，此前六届进博会已证明其非凡的影
响力。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与包括签证或
产业限制的解除、服务市场的开放、知识产
权保护框架的加强等政策相结合，为法国企
业提供了机遇。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开放和机遇成为稀缺资源。“进博会
促进贸易增长的背后，是全世界人民的共
赢。”第六次从新西兰奔赴进博会的纽仕兰
乳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罗伊·范登克说。

扬开放之帆，进博会持续赋能中国高质
量发展——

本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
装备、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
易六大展区提质升级，400多项代表性新产
品新技术新服务将集中展示，39个政府交易
团和 4个行业交易团，共计 780个分团到会
采购，数量为历届之最。

瞄准前沿革新技术和先进机械设备，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本届进博
会上加大高端装备、进口整车、优质农产品、
大宗商品等采购力度。

“我们通过进博会加强‘ 走出去’‘ 引
进来’，以实际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国机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周开荃说。

汇开放之力，聚创新之势。中国高质量
发展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持续注入正能
量。近日，瑞银、高盛等机构纷纷上调对今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美国彭博社基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计算得出结论，未
来五年中国仍将是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国。

开放合作——“以中国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通过进博会，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
巨大机遇。”第二次亮相进博会的瑞典卡车
巨头——斯堪尼亚中国集团执行董事、传拓
中国办公室总代表何墨池介绍，该企业在江
苏如皋投建的商用车工厂预计 2024年底完
工，2025 年新产品将投放中国和亚洲其他
市场。

开放，是进博会的核心理念，也是当代
中国的鲜明标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
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专章部署，并提出“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等一系列明确要求。

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施
行外商投资法，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
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历届进
博会上宣布的一系列开放举措逐步实施，
用实际行动和成果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

11月 8日起将新增 9国人员来华免签；
11月 1日最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正式
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

“清零”；修订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拓宽外资投资
证券市场渠道；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等 9
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
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今年以
来，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向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促创新，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也为世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希望进博会加快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窗口功能，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习近平主席在向第六届进博会的致信
中，提出新的期待，传递积极信号。

本届进博会的中国馆展区内，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墨子号”模型、嫦娥六号模型、人
形机器人“天工”、低空经济电子互动沙盘等
展品自信亮相，展现中国加快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崭新气象。

“现在的中国不仅拥有市场资源与制造
优势，也是创新大国、工程师大国。”松下控
股株式会社全球副总裁、集团中国东北亚
总代表本间哲朗说，中国是松下集团最为
重视的海外市场之一，近年来持续加码投资
中国。

前六届进博会已有近 2500项代表性首
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亮相，累计意向成
交额超过 4200亿美元；累计组织 1130多家
外资企业和投促机构赴各地开展精准对接，
不少展商在中国开设新门店、新工厂、新研
发中心。

今年，“全勤生”施耐德电气带来覆盖工
业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第四次参
展的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将进行“月球探测车
免充气轮胎”的亚洲首发；运动生活方式品
牌露露乐蒙将迎来进博会首秀……

“更注重健康生活方式的中国消费者
正在释放更大消费潜力。”露露乐蒙首席
执行官卡尔文·麦克唐纳表示，该集团在
华门店超 130 家，中国已成为其全球业务
增长引擎。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顺应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趋势，本届进博会首次设立新
材料专区，创新策展汽车展区，精心打造健
康养老专区，不断同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
机遇。

从最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从家族小
企业到跨国大公司，从非洲大陆到亚洲腹
地，中国市场磁力满满，进博会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

共创未来——“让合作共赢
惠及世界”

10 月 8 日上午，上海洋山港。首批 22
吨自南非进口的牛油果通关入境，这是中非
经贸合作成果的具体体现。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

我国加大与非洲农产品合作。习近平主席

指出，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

定给予包括 33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

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

品零关税待遇，推动中国大市场成为非洲大

机遇。

邀请 37 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展并提供

120 多个免费展位，扩容非洲产品专区，

虹桥论坛为最不发达国家包容性增长建

言献策……第七届进博会将以实际举措践

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让合作共赢惠及世

界”承诺。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需要各

国同舟共济、共谋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

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

进博会“全勤生”高通今年将展示以

“5G＋AI”为代表的先进技术，赋能千行百

业的创新实践。

“对高通而言，中国不仅是潜力巨大的

市场，更是与生态伙伴建立强有力合作、在

全球市场实现共赢的机遇之地。”高通公司

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说。

2018 年以来，美国企业进博会参展总

面积名列前茅，越来越多美国企业通过参加

进博会更加了解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

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时

代潮流。进博会持续见证了友好合作、互利

共赢是世界发展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沙特阿拉伯，两座先进的高效燃气联合

循环电站正在建设中，电站将配备西门子能

源的燃气轮机、蒸汽轮机和发电机。这项合

作，正源于第六届进博会上，西门子能源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签下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携手拥抱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新机遇。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各国合作时，大

家都能受益。当不确定性增加时，合作的价

值更为凸显。”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在谈及当前全球面临债务水

平高企、经济增长放缓等诸多挑战时说。

从持续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到

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

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

制合作，再到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国

以实际行动汇聚全球合作力量。

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方。进博会将

让世界看到，中国始终愿同各国一道，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

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让开

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合作共赢创未来
——写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

深挖“冷”资源
激活“热”经济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天气转冷。以往，东北人说“冬季来了”，意味着严寒
和“猫冬”的开始。如今，从北到南，从小众到大众，冰雪
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消费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升温。“冷”
资源孕育“热”产业、激活“热”经济，这一“冷与热”的辩证
法，为我们做好当下经济工作提供了启示，增添了信心。

有报告预测，2025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
万亿元。滑雪、冰钓、冰雪装备……生动诠释了“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冷”“热”转换的案例，不止于冰雪经济，在国民经济
各行业各领域，都有一些看似冷门的学科、角落、生意。
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多元化需求的涌现，这些冷门
的、闲置的、沉睡的资源被一一“唤醒”，为经济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浙北莫干山脚下闲置的宅基地和农房，经过巧手改
造，变成备受城里人欢迎的精品民宿、网红民宿；上海长江
之滨钢铁厂搬迁后留下的高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数据中
心，实现从吞吐物料到吞吐数据的巨大转变；曾经风沙肆
虐的大西北戈壁荒漠，装上光伏板和风机后变身“陆上三
峡”，收获“发电＋治沙”的双重效益……

推动“冷”“热”转换，需要解放思想，做到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立足自身资
源禀赋，瞄准细分市场需求，往往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拿
北方普遍拥有的“冷”资源来说，既可以发展冰雪经济，也
可以发展绿色算力，不少地方已经依托天赐“凉”机做出
了文章、尝到了甜头。关键是要注重需求牵引，在供给层
面进行创造性转化，这考验着地方的发现力和创新力。

推动“冷”“热”转换，还需要善用科技，提高附加值。
“冷”“热”转换往往需要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科技。
远离海洋的新疆能在看似无用的盐碱地中打造海鲜养殖
基地，靠的就是科学养殖。冰雪经济要延伸产业链，富有
科技含量的冰雪装备是一个方向。蓬勃发展的数字经
济，更是具有乘法效应，和诸多冷门资源结合后，往往能
起到点“数”成金的效果。

人们对于经济运行的体感，不仅来自宏观的统计数
字，更来自微观的实践创新。只要各地各部门开动脑筋、
擦亮眼睛，在“冷”“热”转换上下功夫，就能为中国经济贡
献更多力量。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今年前三季度

以工代赈吸纳带动245万
低收入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陈炜伟 胡旭）记者 4日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通过
安排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项目，同步推动地方在重点工程
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前三季度已
累计吸纳 245万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同比增长 30.2％，已发
放劳务报酬310亿元，同比增长22.7％。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坚持把
解决低收入群众就业增收问题作为以工代赈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指导各地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以工代赈专项投资项目实
施，加大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力度，吸纳带动更多低收入群众务
工就业，持续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充分发挥“赈”的实效。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