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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届 进 博 会 入 场 处 的 电

子屏上，显示着签约参展第七届

进 博 会 的 企 业 名 单 ，有 很 多 外

国 企 业 还 预 订 了 今 后 5 年的展

位；开幕式上的同声传译，已经

扩展到了 7 种语言，因为参会嘉

宾已达 154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覆盖了五大洲；进博会新

闻 中 心 前 屡 屡 发 生“ 塞 车 ”现

象 ，因 为 采 访 进 博 会 的 中 外 记

者数量超过了 3200 人。这就是

进博会的盛况，这就是进博会的

热度。

2018 年 11 月 ，世 界 上 第 一

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在黄浦江畔拉开帷幕。习近平

主席在开幕式上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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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之 诺 ，一 诺 千

钧。今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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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在向第六届进博

会的致信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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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辛苦不寻常。经受住经

贸摩擦、疫情冲击等不确定性因

素的冲击，进博会始终高举开放

合 作 的 旗 帜 ，持 续 办 且 越 办 越

好，展示了中国大市场的韧性。

5 年间，企业商业展参展商达 1.5

万 余 家 次 ，累 计 意 向 成 交 额 近

3500 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经

济增长稳定器和动力源的角色因

之而凸显。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

是一个小池塘。这一点正为全球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感受

和认可。本次进博会美国农业

部首次率团参展。澳大利亚带来的多种产品铺满了近

800 平方米的展台。第六届进博会，五大洲国家的“齐齐

整整”令人振奋。

计利要计天下利。中国所提倡的经济全球化是义利

兼顾、惠及全球的全球化。借助进博会平台，埃塞俄比亚

的咖啡、阿富汗的毛毯、卢旺达的茶叶等才能与世界 500

强企业的产品同台展出，得以体验中国大市场的广阔，共

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5 年来，进博会提供部分免费标准

展位、税费优惠等方式，帮助 43 个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

荐企业来华参展。本届进博会共为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

地区提供了 94 个免费展位。

进博会上展示交流的不止有产品和服务，还有合作共

赢的开放思维。作为进博会的重要组成板块，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

本届进博会的主题是“新时代，共享未来”。进博会的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相互开放才能相互成就，共襄盛举

才能共享未来。

共襄盛举

共享未来
刘

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智

能化浪潮正催生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开创性变革。如

何发展智能科技，布局未来产业成为与各方利益密切

相关的议题。11 月 5 日下午，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

坛“智能科技与未来产业发展”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举办，与会嘉宾围绕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

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科技发展前沿，探讨通用人工智

能、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发展机

遇与现实挑战。

与会嘉宾认为，智能科技具有非常可观的产业发

展前景。“现在智能手机的使用场景是以 APP 为主导

的，做不同的事情需要不同的 APP。随着深层次 AI的

发展，人机交互方式也将更自然化、个性化，为人们的

生活带来更多便利。”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说。

“把一个头环戴在头上就可以帮助有睡眠障碍的

朋友改善失眠，这就是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在医疗领域

的一种应用。相信随着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的不断发

展，相关技术应用会越来越成熟。”上海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中心主任蒲慕明说。

虽然近年来国内智能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大模

型、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但仍有一些问

题亟需解决。“大模型训练需要大量的运算，目前国内

大模型训练更倾向于使用国外的高价 AI 卡。”中国工

程院院士郑纬民表示，国内 AI 卡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还有与会嘉宾认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行业

管理缺乏系统性方案等也是国内智能科技产业发展

的制约因素。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中国应与各

国一道共谋未来发展，共享创新红利。一是高强度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创新协同圈。支持各方来

华联合打造创新基地，凝聚全球智慧，共同推进新技

术突破。二是高质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产

业生态圈。加速实现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构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三是高水平参与全球

治理，打造交流合作的朋友圈。充分发挥双边多边合

作机制作用，深化政策标准、规则等方面的交流互信，

加强全球数字治理，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国际合作

新格局。

11 月 5 日，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分

论坛之一，《世界开放报告 2023》发布暨国际

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国际政

商学界人士紧扣开放、合作、共赢等关键词展

开深入交流，积极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

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智慧力量。

世界开放“寒意”犹浓

近年来，世界开放事业面临挑战，“寒

意”犹浓。根据《世界开放报告 2023》，2022

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542，比 2021 年下降

0.4%，为 2008 年以来第二低的水平，连续第

七年介于 0.75 和 0.76 之间，回升基础仍不稳

固。世界开放政策和开放绩效仍然低迷，发

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双双收紧。

“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通胀债务高

企、能源粮食危机等多重负面因素接踵而

至，对全球开放造成‘立体式’冲击，深

刻改变世界开放格局。”博鳌亚

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表示，开放链条加快

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从成本、效率

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安全和韧性，更趋于本地

化、区域化、多元化；开放版图逐步改变，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寻求开放的愿望更加

强烈，需求更加迫切；开放治理挑战增多，多

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遭受冲击，博

弈焦点从市场准入议题转向对发展中国家

更有挑战的“边境后”规则。

开放动力正在“破冰”

虽然近年来世界开放持续低迷，但也蕴

含着扩大开放的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张宇燕表示，一方面，科技进步、数字

智能、绿色发展等因素进一步减少了货物、

服务、信息等要素流动的

阻 力 ，提

升了开放绩效；另一方面，全球绿色低碳转

型步伐加快，绿色贸易投资正在成为世界发

展新赛道，有望在维护和提高国际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韧性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目前，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时期，碎片

化、阵营化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只要贸易

是互利的，只要资本还是全球逐利的，经济

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

表示，从客观动力看，科技变革正在积蓄力

量，特别是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服务加速演

变。麦肯锡预测，到 2025 年全球数据流动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 11 万亿美元。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数据流动对各

行业利润增长的平均促进率可达 10%。以

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始终坚持经济全球

化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共同开放。

伦 敦 政 治 经 济 学

院教授、2010 年诺贝尔

经 济 学 奖 得 主 克 里 斯

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

消除贫困、提高人类福祉，而开放有助于实

现这一最终目标。一个社会、文化、经济相

互交融，思维相互碰撞，人员相互往来的世

界，必将优于更加封闭的世界。

做大“蛋糕”实现共赢

“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和发展的正

轨，已经成为全球焦点和当务之急。”周小川

表示，各国需要加强开放合作，共同把全球

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享的机制做

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

如 何 重 振 多 边 主 义 ，进 一 步 扩 大 开

放？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表示，首先，要

重 申 并 加 强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非 歧 视 性 、开

放、公平、包容、可持续和透明的多边贸易

体系的承诺；其次，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

改革 ，加 速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投 资 ；再

次，要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

必须得到支持，制定绿色、公平和弹性的增

长路径；发达国家则应履行其资金承诺，包

括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气

候援助承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

需要中国。今年是改革开放 45 周年，中国以

连续六年进博会的精彩实践证明：中国扩大

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

机遇的决心不会变。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祈耀年表示，中国持

续开放的承诺，对所有在华经营和投资的企

业以及中国的国际商业伙伴，都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中国拥有众多世界领先的科技

公司。2022 年，全球纯电动汽车销量的三分

之二来自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等清

洁能源设备生产方面，中国也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这些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其所带来

的外贸机遇，将为中国和世界实现净零目标

注入强大动能。”祈耀年说。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重大机遇。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

理事长顾学明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

正能量、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稳

定性和新机遇。中国的开放发展，将助力亚

洲成为疫后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坚持扩大开放 分享发展机遇
——记《世界开放报告 2023》发布暨国际研讨会

本报记者 孙昌岳

11 月 5 日，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探寻国际数字治理之道 同创数字产业发

展之机”分论坛暨全球数字产业高峰对接会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与会中外嘉

宾就当前各领域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治

理、网络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为巩

固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企

业合作贡献“虹桥智慧”。联合国国际贸易

中心在会上发布了《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对

华出口潜力报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梅拉·

科克-汉密尔顿表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

全球企业突破困境带来机遇，可帮助企业实

现 在 线 销 售 、融 资 、人 员 培 训 等 多 方 面 支

持。但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数字化基础薄

弱、转型成本高昂等难题。近年来，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繁荣，培育壮大工业互联网、区

块链、人工智能（AI）等数字产业，相关顶层

设计不断完善，将给全球数字化转型提供充

沛动力和丰富经验。

美利肯集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

尔西·库克表示，面向未来，数字化在新材料

研发以及各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凸显。

美利肯在产品及产线设计方面都充分运用

AI 技术，在运营方面也重点关注工业赋能。

今后，美利肯将更加注重材料科学，希望通

过创新的 AI 解决方案和建模工具，驱动相

关业务发展。

“随着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能源行

业对于提效率、降成本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需求日益迫切。”贝克休斯检测业务全球

副总裁本杰明表示，“我们已为油田、天然气

和工业领域的客户提供了多种提质增效和

减排方案，未来将继续推动各相关方在数据

收集、处理等方面的合作。”本杰明说。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 50

万亿元，这背后是强大的技术力量在驱动。”英

特尔公司副总裁、中国区公司事务总经理周

兵表示，当前世界上有五大“超级力量”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分别是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

不在的连接、人工智能、云—端—边缘的基础

设施以及传感和感知。此外，半导体在数字

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底层支撑作用，今后英

特尔将继续以半导体产业为基础，通过全球

五大技术力量驱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毕威泰克董事长约瑟夫·君特·格罗斯

表示，近年来数字医疗备受关注。在全球人

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全球医疗需求不断增

加，数字化能够有力推动医疗领域护理自动

化、精细化，从而缓解这些难题。

“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大家携手合作，需

要更开放融通的投资环境，让寻找投资机会

的庞大资金，无阻碍地对接和支持发展项

目、服务实体经济，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及幸福美好生活。”11 月

5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

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金融‘活水’聚力

服务实体经济”分论坛上表示。

金融是撬动和连接“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支点与纽带。“感谢中国

与尼加拉瓜和世界人民的合作，这种合作是

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无条件基础上的。”尼加

拉瓜总统投资、贸易和国际合作顾问劳雷亚

诺在分论坛上表示，尼加拉瓜与中国合作的

多个战略项目都得到了中资银行的支持，

“这对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们

将继续推进包括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司投资等方面的合作。”

中国工商银行在分论坛上发布了《“一

带 一 路 ”绿 色 金 融（投 资）指 数 报 告（2023

版）》，为企业及金融机构衡量绿色发展水

平、挖掘绿色投资机会提供了完备的评价方

法和量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绿色领域建设。报告显示，“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共建国家绿色顶层制度设计不断完善、绿色

公共产品供给不断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稳步

提升、国际绿色合作持续深化，绿色发展理

念已成为共建国家广泛共识。

绿色转型的过程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

双向奔赴。在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提供资

金支持和服务的同时，实体经济也能够为金

融机构带来优质的金融资产与投资标的。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财务投资人、

养老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投资主

体大量进入新能源行业。”远景能源集团首

席财务官罗金辉表示，与煤电等传统能源相

比，新能源的运营成本和风险都很低，为大

量金融资本的进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传统

能源项目投资规模大，动辄几百亿元；而新

能源行业具有地域化、碎片化特点，比如几

千万元就可以投资分布式光伏。”罗金辉说。

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情

况、新特点，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需求。中

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建议，要继续共促

开放合作，通过发挥金融的“连接器”“黏合

剂”作用，积极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搭建平

台，以金融力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

进全球贸易蓬勃发展。

以金融力量促绿色发展
——记“金融‘活水’聚力服务实体经济”分论坛

本报记者 赵心仪 杨 然

提升国际数字治理能力
——记全球数字产业高峰对接会

本报记者 杨啸林 刘 畅

协 同 创 新 布 局 未 来 产 业
——记“智能科技与未来产业发展”分论坛

本报记者 王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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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月月 55 日日，，在第六届进博会技术在第六届进博会技术

装备展区海克斯康展台装备展区海克斯康展台，，工作人员正工作人员正

在介绍特色展品在介绍特色展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晶晶摄摄

1111 月月 55 日拍摄的第六届进博会展馆外景日拍摄的第六届进博会展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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