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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更多优秀农业服贸企业
我国农业服务贸易面临难得机遇，这是培育更多优秀农业服贸企业

的底气所在。相关企业要以农业和服务业为基础，依靠数字经济优势，

重塑竞争格局，把农业服务贸易推向新阶段。

徐 骏作（新华社发）

服贸会正在举行，不少国内外农业

企业参会参展、洽谈合作。面对国际农

业竞争合作新趋势，中国不仅需要自己

的国际大粮商，也需要自己的农业服贸

龙头企业，让中国农业服务为世界作出

更多贡献。

农业服务贸易是向国（境）外提供

或购买农业相关服务的贸易形式。以

从海上捕捞三文鱼为例，跨境提供捕捞

水产品器械租赁、为捕捞提供低耗减损

技术、提供保鲜服务的冷冻船舱、利用

商贸平台把鱼卖到全球，分别代表了农

资 农 机 型 、农 业 技 术 型 、加 工 仓 储 型 、

流通营销型农业服务贸易。可见，农业

服 务 贸 易 可 以 伴 随 农 业 贸 易 的 每 个

环节。

农业服务贸易可以提升效率、凝聚

要素、重构产业、赋能农民。对我国来

说，大力发展农业服务贸易，有利于引进

国外农业技术和服务，有助于更好参与

全球农业合作。农业服务贸易在要素配

置上具有一体化特征，相比单纯的投资

行为，更容易被服务对象接受。中国积

极与其他国家分享农业服务的良好模式

和优质产品，杂交水稻技术与服务出口

助力数十个国家粮食增产，无人机及相

关服务贸易等每年为全球 10 亿多亩农田

提供作业服务。

从世界看，农业服务贸易是拜耳、科

迪华、巴斯夫等全球农化企业巩固优势

的关键领域，也是美国邦吉、法国路易达

孚等国际大粮商“硬产品+软服务”的重

要一环。服务贸易兼具贸易和投资属

性，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构建服务平台，

促进农产品贸易、带动农业跨境投资，是

许多跨国农业公司的成功经验。事实

上，全球农业产业链的品种选育、农化服

务、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已被

跨国巨头掌控和占领。

从我国看，农业服务贸易处在起步

阶段，尤其缺乏有引领性的农业服贸企

业。通过农业服务贸易的加持，少数企

业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产品贸易企业到农

业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变。不过，

多数企业普遍存在三大不足。一是主体

实力弱，多数业务集中在单一细分领域，

尚未形成全产业链供应能力。二是出口

市场集中，主要在东南亚、非洲和南美，

进入欧美市场的少。三是服务形式单

一，提供农资农机、农技和加工仓储服务

的 多 ，其 他 形 式 的 少 。 这 成 为 企 业 的

痛点。

我国农业服务贸易面临难得机遇，

这是培育更多优秀农业服贸企业的底气

所在。近年来，全球服务业创造的出口

增加值高于制造业，今后将更明显。这

几年，疫情、灾情、战情在全球叠加冲击，

极端气象灾害威胁、农资价格高企、粮食

流通受阻等层出不穷，一个国家想保障

农业产业链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农业服务贸易。在此背景下，广大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农资农技和生产服务

的需求持续增加。而现代信息技术在农

业领域的应用，则为农业服务的全球拓

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竞 争 之 路 千 万 条 ，把 握 趋 势 第 一

条。当前，全球农业服务贸易呈现鲜明

的数字化趋势。我国农业服务正向标准

化迈进，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104 万

个，服务面积近 18.7 亿亩次，服务带动小

农超过 8900 万户。尤其在数字农业领域

积累了不少经验，跨境电商、电子支付等

服务业日臻成熟，成为重要突破口。未

来，智能制造、创新设计等新制造模式和

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等新商业模式加快

发展，将催生更多农业服务的新业态新

模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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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化机遇构筑制造业新优势

王琛伟

贾彦鹏

制造业是我国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

济的根基，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机遇、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关键环节，对于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经济根基、构建新

发展格局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各国普遍将产业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就产业发展而言，数

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未来生存的

“必答题”。近些年，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2022 年，数字经济规模超

过 50 万亿元，占到整个 GDP 比重的 41.5%。我国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进入深化应用、加速创新的

快速发展阶段。

也要看到，我国制造业总体数字化程度仍然

不高。2022 年，制造业数字经济渗透率达 24%，虽

然相比 2016 年增长 6.2 个百分点，但与众多发达

国家相比，这一比例仍不算高。数字化转型不够

均衡，不同行业、不同环节之间差异较大，部分关

键领域自主技术薄弱，数字技术尚未全产业链、全

生命周期地融入制造业全过程，不能满足规模庞

大的传统产业转型需要。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抢抓数字经济战略制

高点、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应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牢牢把握新一

轮科技革命战略机遇，充分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对

传统产业、传统模式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系统化

改造升级，推动制造业全产业链实现生产模式、运

营模式、企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构筑“中国创造”

新优势。

要树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战略定力。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也是持续的改革进程，需要长期系统性投入。必

须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长期战略，持之以恒地坚持

下去。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

能制造的现实需求和客观规律，久久为功，不能因

为一时看不到成效而犹豫不前，动摇数字化转型

的决心。

应推动全产业链的颠覆性变革。数字化转型

并非信息工具在特定业务环节的单纯应用，而是

一种颠覆性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组织变

革。要利用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的业务模式和思维方

式进行全方位全链条再造重组，将生产、数据、运营和技术等各个关键业务

环节拉通。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我国制造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

低端，关键核心技术薄弱是产业创新和国际竞争的软肋和瓶颈。要充分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

零部件等开展技术攻关。对于战略性核心技术和科研项目，国家应系统布

局，集中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潜能，释放各类创新主

体的活力。

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由于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高、不确定

性大、回报周期长，不少中小企业踟蹰不前。要加大对中小企业转型的政策

支持力度，提升中小企业转型意识和自身能力，合理规划转型路径，推动从

易到难、由点及面。要强化示范引领，为行业探索出一批小型化、快速化、轻

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

企业开放数字化资源，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新修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
求 食品和化妆品》（以下简称“新国标”）
于 9 月 1日起实施，对包括茶叶在内的
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的包装层数、包
装成本、空隙率等均做了明确规定。随
着新国标实施，茶叶包装“轻装上阵”，
企业“负担”小了，消费者实惠多了。越
来越多的企业将注意力回归到茶叶品
质上，易于形成良性竞争。不过，茶叶
过度包装还存在一些监管难点，有消费
者会定制“精美”包装的茶叶礼盒，消费
观念未完全转变；部分茶叶经营者为躲
避监管，通过直播带货、微商等形式进
行网络交易，隐蔽性较强。在即将到来
的中秋、国庆，监管部门应提前做好节
前和节日期间的执法检查工作安排，严
格商品包装管理，强化行政执法，持续
巩固治理成果。 （时 锋）

近期，河北省数字经济建设风生水起，四面开花，

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张家口市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截至目

前，已经有 27 个建成和部分建成投运数据中心项目，投

运标准机柜 27 万架，服务器 139 万台，集群建成规模居

全国领先地位。

石家庄市数字产业化迈出坚实步伐。全市已经形成

半导体、现代通信、汽车电子和信息服务业为主的产业

体系。2022 年营业收入 872 亿元，同比增长 13%。

沧州市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推进。在全力抓好绿

色化工、管道管件、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智改数转”

的同时，全力强化电子信息制造、智能装备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 3 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使得全市经济规模

一举迈入全省 3 强。

廊坊市两化融合取得长足进展。截至目前，廊坊共

建成 75 个市级以上数字化车间，超过 1000 家企业实现了

“云”上服务，全市实现了政府服务平台的云上智慧化网

络全覆盖。

近年来，河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大力推

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

为河北发展注入澎湃动力。2022 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

达 1.51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5.6%，数字经济引领

作用不断增强，日益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截至今年 7 月底，全

省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 15.1 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

计达到 8 万 G，移动网络 IPv6 流量占比超过 50.1%。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枢纽节点加快建设，全省投运标

准机柜达到 59.6 万架。

二是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在半导体、网络通信、

新型显示、大数据等电子信息产业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条，集聚了云谷科技、同光半导体、润泽科技、

中船派瑞特气等一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2022 年，全

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938.7 亿元，同比增长

16.8%。

三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体

系初步建成，全省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达 20.6%，农业

农村大数据平台加快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不断

完善。截至 6 月底，全省 425 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

线上预约诊疗服务，覆盖率达 83.1%；国家中小学智慧

教育平台全省注册用户 872.8 万、活跃设备数达 4497 万

台，居全国前列。

四是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

产业集群已形成以半导体、现代通信、汽车电子和信息

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2023 年预计产值将超千亿元。

张家口大数据产业集群加快打造“数据存储+算力调度+

装备制造+应用服务”全产业链发展高地。廊坊信息技术

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聚焦电子核心产业、数字创意等产

业链条，加快建设成为京津数字产业转移重要承载地、

全省领先的数字经济高地。

成绩面前不停步，再接再厉创新业。今年 2 月份，河

北省出台 《加快建设数字河北行动方案》，确定把数字河

北建设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推动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力争到 2027年，实现核心产

业增加值达到 3300 亿元，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到 42%

以上。

（数据来源：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数字经济总规模突破河北数字经济总规模突破 11..55 万亿元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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