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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四大看点

“今年服贸会有四大看点。 ”张翼

介绍，一是进一步突出高层次，推出

重大活动和权威报告；二是进一步突

出国际化， 发挥扩大开放平台作用；

三是进一步突出专业化，力促达成高

绩效成果； 四是进一步突出市场化，

推动服贸会可持续发展，在 9 个专题

展中已有 6个实现市场化运作。

“2023 年服贸会各项筹办工作

正在按计划稳步、高效推进。 ”北京

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周

玲说，截至目前，招展已基本完成，

计划举办 200 余场论坛会议、推介洽

谈等活动。

此外，周玲介绍，施耐德、英特

尔、赛诺菲、飞利浦、工商银行、中国

人保等 70 余家知名企业及机构将在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智能档案服务中

心、数字人民币预付卡、产业带数字

地图、全新数字孪生平台、《中国国际

文化贸易发展报告 2023》等签约合作

成果、行业发展报告和首发首秀。

自 2012 年以来， 服贸会及其前

身京交会累计吸引 196 个国家和地

区的 60 余万展客商、600 余家境外

商协会和机构参展参会。 2020 年提

质升级以来，服贸会再上新台阶，已

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展会、 全球服务的国际公共

产品。

打造首钢园服贸会 3.0 版

“今年是首钢园连续第三次承办

服贸会专题展和论坛、会议等活动，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更高

质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打造首钢

园服贸会 3.0 版，全面提升参会便利

性和舒适度。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宣传部部长贺蓬勃表示。

贺蓬勃说，首钢园服贸会 3.0 版

简要概括为“三个三”，即三提升、三

优化、三创新。 三提升即绿化景观提

升，园区更宜人 ；道路交通提升，通

行更高效；配套服务提升，体验更舒

适。 三优化即设备设施优化，运行更

高效 ；空间优化，布局更人性化 ；配

置优化，保障更安全。 三创新即创新

呈现一高炉元宇宙乐园； 创新升级

10 号馆；创新建设智慧运营中心。

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一炜介绍了首都会展集团参与

服贸会筹办的情况。

他表示，本届服贸会国家会议中

心区域首次启用国家体育馆， 场馆

规划再优化。 同时，更加注重室外展

示体验，互动项目再丰富。 此外，形

成“线上 + 线下”常态化模式 ，数字

化平台再提升，为“永不落幕的服贸

会”保驾护航。 另外，加大了“福燕”

系列文创衍生品的开发力度， 引入

新的特许生产商及零售商， 一批衍

生品将集中面市。

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

成部分， 当前已经发展成为构建全

球共同繁荣新格局的重要领域和不

可或缺的力量。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2 年我国

服务进出口总额 59802 亿元，同比增

长 12.9%， 截至 2021 年已连续 8 年

稳居世界第二位。

2023 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继

续保持增长态势。 根据商务部统计，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1358.4

亿元，同比增长 8.5%。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成为我国

服务贸易发展的新亮点。 上半年，知

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3639.2 亿元，

同比增长 12.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

的比重达 43.5%，同比提升 1.5 个百

分点。 其中，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7923.4 亿元 ，增长 16% ；进口 5715.8

亿元，增长 7.5%。

“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

续维持高速增长，折射出我国服务贸

易发展持续进步的势头。 ”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研究员张

磊表示，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与中国

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和“一带一路”

开拓等有密切联系，且知识密集型服

务出口增速持续快于进口也带动了

贸易逆差的减少。

专家认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

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系主

任、 数字贸易实验室项目负责人荆然

表示，综观过去 6 年的数据，从全球总

量看， 货物贸易是服务贸易总额的 3

倍至 4 倍。 从 2021 年的数据看，我国

的这一比值是 7.3 倍。（王舒嫄 连润）

服贸会释放对外开放信心

共促世界经济复苏

8 月 13 日，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我在服贸会等你” 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

息，2023 年服贸会将于 9 月 2 日至 6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年度主题为“开放

引领发展，合作共赢未来”，展览展示规模约 15.5 万平方米，设置 9 个专题，举办全球服务贸

易峰会等六大类活动。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翼在发布会上表示，办好本届服贸会，有利于进一

步释放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 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携手各国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权威发布

8 月 8 日， 果农正在分

拣采摘的苹果。又是一年收

获的季节，山西省临猗县北

辛乡平宜村现代化标准示

范园的嘎啦苹果进入了采

摘期， 一个个色泽红润的

嘎啦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

采摘、分拣、包装，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 陈方斌 摄

分拣苹果

农业农村部：

紧急部署蔬菜

抗涝减灾和秋冬生产

近期受台风影响，华北、黄淮、东北等地

出现极端强降雨， 造成蔬菜设施受损和菜田

被淹。农业农村部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指导， 切实抓好当前抗

灾减灾和秋冬蔬菜生产。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 为确保蔬菜稳产保

供， 农业农村部对蔬菜抗涝减灾和秋冬稳产

保供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要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接、流通运

输、市场调控、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 露地要

及时排涝降墒，降低田间水位和土壤含水量，

为秋季播种做好准备。暂时不能播种田块，可

抓紧组织集中育苗，适时移栽。设施要抓紧排

水加固，排出棚内明水，待天晴翻晒逐步降低

土壤湿度。强化降湿防病，对染病植株综合采

取农业防治和药剂防治措施。

通知强调， 要确保供应流通顺畅。 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要配合相关部门， 落实鲜活农

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降低流通成本 ，

提高流通效率。 （于文静）

金融监管总局：

加强统筹协调

加大保险预赔付力度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 金融监

管总局日前向各监管局及保险行业下发通

知， 要求各有关监管局指导辖内保险公司结

合受灾受损情况，分区域、分险种 、分行业、

分步骤细化理赔举措， 力争一周内实现赔付

及预赔付达 30%以上、月底前车险达 90%以上。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大保

险预赔付力度 着力做好防汛救灾保险理赔

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单位要突出工作重点、

加大预赔力度。要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新市

民、小微企业等被保险人的预赔付比例。

此外，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各有关监管局持

续加强理赔进展督促、做好投诉举报受理。 保

险业协会要研究制定大灾理赔标准、建立大灾

预赔机制，各单位要协同一致有效发挥保险灾

害“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作用。

据介绍，下一步，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

强统筹协调， 指导受灾地区派出机构和保险

公司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研究制定

金融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具体举措， 全面提升

金融服务的及时性和主动性。（吴雨 李延霞）

国铁集团：

压紧压实安全责任

确保暑运安全稳定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

铁集团”）消息 ，暑运以来，铁路部门压紧压

实安全责任， 加强防洪防胀等季节性安全关

键管控，统筹推进各项安全重点工作，铁路运

输安全保持总体稳定。

7 月份，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坚持“自然灾

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认真落实落细

“防、避、抢”措施，全力以赴抓好防洪防汛各

项措施落实。 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铁

路部门与地方防汛、气象、水利等部门紧密对

接沟通，精准掌控雨情汛情库情灾情，动态调

整防洪地点 1386 处。 广大干部职工以雨为

令， 有效应对多轮次大面积强降雨和台风影

响，对防洪安全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确保

了汛期行车安全。

暑运期间， 铁路部门深入开展铁路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顺利完成

第二阶段自查自改任务； 持续推进安全专项

整治工程，加大重大病害整治力度，守住了安

全底线。 （王连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