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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是广为人知的社交网络，但自从

改名 X 后，人气大幅下滑。根据应用性能

追踪机构 Apptopia 的数据，自 7 月初以来，

X 的下载量比前两个月下降了近 30%，下载

量处于 10 年来最低水平。

X 的新增用户量和用户活跃度也双双

下降。数据显示，自 2011 年以来，推特每月

通常增加 1500万至 3000万用户，而今年 8月

至 9 月间，改名后的 X 仅增加了 1000 万用

户。X 的用户活跃度也在下降，9 月份到目

前为止，日活跃用户已降至 2.49亿，较 7月份

的 2.53 亿明显减少；月活跃用户也以同样的

幅度下降，从 7 月份的 3.98 亿降至 3.93 亿。

有分析认为，下载量下降的原因在于推特改

名及更换品牌 logo，与原本形象毫无关联，

人们很难将其与原来的应用相联系。

说到因为改名而引起争议，就不得不

提另一款社交软件脸书（Facebook）的母公

司元（Meta）。改名宣示着该公司对品牌进

行了重塑，从社交媒体正式转型为“元宇

宙”公司，但是元宇宙的发展并不如预想中

火热，Meta 元宇宙部门亏损数百亿美元，其

转型成效仍有待时间验证。

互联网公司通过改名的方式定义新公

司形象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 2015 年，谷

歌就将母公司的名字从 Google 改为字母表

（Alphabet），旨在从搜索引擎转变为更为多

元化的科技集团。推特的改名也是出于业

务拓展的需要，按照新任首席执行官琳达·

亚卡里诺（Linda Yaccarino）的说法，“X 是

无限交互的未来形态——以音频、视频、消

息、支付/银行为中心，创建一个充满创意、

商品、服务和机会的全球市场。在人工智

能支持下，X 将会连接所有人”。

在公司谋求业务范围扩张、业务架构

重塑时，许多公司会通过改名的方式树立

新 的 品 牌 形 象 ，但 效 果 如 何 却 因 公 司 而

异。改名反映的是业务的变化，求新求变

意图明确，是否能押中正确的方向，决定了

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方向走错，改

名很可能会弄巧成

拙 ，毕 竟 消 费 者 对

于产品的认知与名

字 息 息 相 关 ，改 名

所带来的消费者认

同 和 认 知 度 下 降 ，

也 是 不 能 回 避 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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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初，中国移动在印度

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东南亚

区域合作会议，以“聚数联

创·智享未来”为主题，与东

南亚国家政府及区域合作伙伴

共话合作新愿景、共谋发展新

篇章。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速度

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

之深前所未有，已成为全球发

展的亮点和国际合作的重点。

中国在 5G 发展、智慧城市建设

和智能制造等方面走在世界前

列，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居

全球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达 41.5%。中国和东南亚

各国地理相近、政和商通、产业

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随着《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持

续释放政策红利，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数字经济合作大有可

为，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东南亚地区位于“一带一

路”陆海交汇地带，是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也

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增长潜

力的地区之一。据相关机构报

告，东南亚数字经济规模未来

将保持 24%的年增长率，显著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 2030

年 将 达 到 1 万 亿 美 元 。 多 年

来，中国移动高度重视在东南

亚地区的业务布局和发展合

作，主动参与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服务当地经济社会数

字化转型发展。

据介绍，中国移动持续打

造以“信息高速路”（海陆缆）、

“信息驿站”（PoP 点）、“信息集

散岛”（IDC）为核心的国际信

息基础设施，在东南亚建成及

在建国际海缆 12 条，占连接整

个东南亚海缆总数的三分之一，建设了 4 条陆缆通道，建成

新加坡大成数据中心，以“中国能力”提供“智连全球”的高

质量服务。

中国移动还积极推动 5G 智慧工厂、智慧港口等一系

列成熟解决方案落地国际市场，在印尼建成第一个海外

无人化“灯塔工厂”，在马来西亚参建 5G 专网，在菲律宾

提供数据中心全流程服务，在泰国落地智慧家居、智慧工

厂 等 多 个 行 业 应 用 ，以“ 中 国 方 案 ”共 享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成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同庆表示，面

对新阶段新趋势，更好地激发“数字生产力”的关键在于

通过加速数字产业化发展、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即加快

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融合、系统创新，推

动信息通信产业升挡提速，降低全社会运用信息技术的门

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经营各领域、各环

节，助力实体经济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瓶颈，实现高质

量发展。

会上，中国移动携手来自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

国、文莱等多个国家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东南亚数字经

济发展合作倡议”，聚建共享、聚创共积、聚智共建、聚联共

益、聚变共赢，推动区域产业数智化转型，助力东南亚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

同时，中国移动还与新加坡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围绕政企市场 5G 及物联网应用、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合作，个人市场产品及服务合作，境外股权投资及海外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技术创新及科技研发合作等方面

构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创造更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此外，中国移动国际公司分别

与中国—东盟信息港、PT Indosat Tbk、马来西亚明讯签订

战略合作备忘录，加强与各领域伙伴合作。

融合互补共享数字经济成果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

9 月 12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

《2023 世界贸易报告》显示，全球贸易碎片化

迹象已经显现，这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有关国际机构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将更

多的人口、经济体和紧迫问题纳入全球贸易

并加强多边合作，这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

解决方案。这有助于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安

全、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贸易体系出现裂缝

地缘冲突加剧、通胀压力难消、金融市场

动荡、极端天气频发⋯⋯今年以来，全球经济

复苏面临多重挑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情绪

不断抬头，国际贸易频频遭遇“逆风”。

“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几道裂缝。”世贸

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尔夫·奥萨发出警告。

长期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世界经

济增速，然而这一趋势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时戛然而止，且此后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

状态。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平等加

剧和气候变化等新挑战影响贸易流动，导致

贸易关系出现碎片化趋势。

美国等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贸

易霸凌主义政策因素是全球经济贸易碎片化

的主要推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徐秀军表

示，当前，全球经贸关系日益呈现政治化和安

全化的发展趋势，美国等一些国家将政治和安

全考虑作为决定对外经贸政策的首要因素，将

经贸合作看作是零和博弈，不仅在推进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方面停滞不前，甚至还加大了进出

口管制，编造各种名目设置贸易壁垒。这些行

为导致一些国家相关产业无法正常产出和运

行，加剧区域竞争，破坏经济稳定。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全球经贸环

境日益恶化，不确定性和难预料性增多，严重

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顺畅和稳定，阻

碍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徐秀军表示。

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

报告提出，贸易碎片化将导致全球经济产出萎

缩 0.2%至 7%不等，这取决于碎片化的程度。

如果再加上技术脱钩，一些国家的GDP萎缩可

能达到 12%。在碎片化的影响下，发达经济体

的低收入消费者将无法获得更便宜的进口商

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不

再受益于技术溢出效应，非但不会赶上发达经

济体的收入水平，反而会进一步落后。

“去全球化”为时尚早

不过，《2023 世界贸易报告》认为，尽管

面临多种挑战，国际贸易仍在蓬勃发展，这意

味着“去全球化”的说法没有得到数据的支

持。奥萨也表示，总体而言，全球贸易基本面

良好，“去全球化”的论调言过其实。

根据世贸组织调查，中美两国之间不受关

税影响的产品贸易额仍在增加。2022年，双方

统计数据均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展现出较强韧性。这充分说明了中美经济结

构高度互补、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

同时，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环境商品贸易

和全球价值链等领域也处于扩张之中。2022

年，全球服务贸易额为 6.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全球贸易数字化进程飞速发展。2019年

至2022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了36.9%。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贸环境恶化的

同时，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联系正变得更为

紧密。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升，许多发

展中大国将扩大对外开放作为政策目标，为

塑造贸易增长动能和增强投资效能创造了良

好条件。在今年 8 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五次会晤上，五国领导人明确反对贸易

壁垒，致力于促进金砖国家成员国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

徐秀军表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中

经济体本着平等自愿原则开展经贸往来，致

力于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贸伙

伴关系。通过广泛协商并凝聚合作共识，越

来越多发展中经济体构筑了日益紧密的伙伴

关系网络，将相互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建立

在政治和战略互信的基础上，有力扭转了经

贸关系工具化和武器化倾向。同时，发展中

经济体在重构现有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方面的

作用不断增强，并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平

台不断以务实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推动和

引领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变革进程。

“再全球化”很有必要

替代碎片化的更好选择是“再全球化”。

奥萨表示，将贸易一体化延展到更多经济体

中，让更多人受益，是解决当前全球化挑战的

出路。

奥萨认为，“再全球化”能更有效地促进

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因为贸易能够通过分散

风险来促进经济安全，同时还可以减少冲突，

特别是在商定规则的多边体系内。此外，“再

全球化”有可能通过减少贸易壁垒和促进多

样化来增强贸易对安全的贡献。

拥抱强化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实现更大

的包容性。事实证明，贸易可促进经济体之

间的收入趋同，并为减贫作出重大贡献。根

据世贸组织数据，从 1981 年到 2019 年，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

19%增长到 29%；这些国家原本有 55%的人口

每日收入低于 2.15 美元，如今这个人口总量

降低到了 10%。

当前，全球经贸环境更加复杂，影响也更

加深远。徐秀军表示，应对贸易碎片化必须

支持以 WTO 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构建更

加公平合理的多边贸易体制。各国应回到多

边渠道，建设性参与推进世贸组织必要改革，

保障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

世界要解决危机，全球化和合作就必须

成为答案的一部分。正如世贸组织总干事恩

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所说的，未来肯定还会

有无法预见的危机，但如果没有贸易的稳定

作用，世界肯定会更难应对这些危机。

多边合作应对贸易碎片化风险
本报记者 孙昌岳

□ 周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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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也是东博会和峰会创办 20 周
年。东博会和峰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9 届，走过了“黄金十年”“钻石
十年”，正迎来“镶钻成冠”的新未来。

第 20 届东博会将于 9 月 16 至 19 日在中国广西南宁市举办。开幕
大会于 9 月 17 日上午举行，凝聚共建自贸区 3.0 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等新共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双方
关系再上新台阶。

第 20 届 东博会展 览 总 面 积 10.2 万 平 方 米 ，外 国 组 展 面 积 占 比
30%以上，特装比例超过 94%。参展企业总数近 2000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及知名企业 350 家。外国组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来自 45 个国家近 750 家国外企业参展，在东盟商品展区，柬埔寨、印
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等 7 个东盟国家恢复包馆，参展
品牌企业精品增多。中国参展企业突出展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
新产品新技术。

会期举办 19 个高层论坛，涵盖经贸、产能、电商、环保等领域。配合
中国—东盟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合作年，举办中国—东盟农业论坛。系

列论坛将发布一批合作倡议和报告，启动一批合作机制，签约一批合作
项目。此次大会还将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走进广西”专场、中国—东
盟工业设计周等活动，继续举办日韩企业广西行等活动。举办 70 多场
经贸活动，将在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签署一批项目。

今年云上东博会全面建成，“千企开拓”线上展会平台全新亮相，高
质量建设运营中国—东盟经贸中心、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打
造常态化商品展示交易和东博会进口展品留购平台。闭幕当天还将举
办第 20 届东博会境外留购展品入驻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的启
动仪式。

为进一步提升展会服务水平，本届东博会推出服务实体经济 12 项创
新举措，包括设置直播专区、提供采购商奖励套餐、组织“八桂优配采购团”
等。还开通多条南宁往返东盟国家直航包机，提供包括清真餐在内的优质
丰富餐饮，优化布展撤展“一站式”服务，实行“三税减免”优惠政策等。

热忱欢迎广大参会参展嘉宾莅临中国绿城南宁，共襄盛举，擘画
未来！

（数据来源：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

第第 20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合共生建家园和合共生建家园 命运与共向未来命运与共向未来
——推动推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打造经济增长中心高质量发展和打造经济增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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