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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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届进博会开幕进入 100 天

倒计时之际，各项筹备工

作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

成果，众多参展商表达了

对展会的高度期待。

相 关 负 责 人 近 日 在

第七届进博会新闻通气

会上介绍，第七届虹桥论

坛主题为“坚持高水平开

放，共促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举办主论坛即

进博会和虹桥论坛的开

幕 式 以 及 相 关 分 论 坛 。

本届国家展将结合双边

建交年、文化旅游年、人

文交流年等，将双边合作

成 果 作 为 重 要 展 览 内

容。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5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

认参展。其中，挪威、贝

宁、布隆迪、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等国家和国际组

织将首次参展。

本 届 企 业 展 将 延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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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展区设置，并着力打

造创新孵化专区。不但

会有连续多年参展的“老

朋友”，也将有许多首次

参展的“新面孔”。

三菱商事、日本电报

电话公司（NTT）等世界

500 强企业将首次参展，

新材料专区的立邦、英威达和交通出行领

域的安波福、阿尔斯通等行业龙头企业首

次签约，成为进博会“朋友圈”不断扩容、

“越办越好”的见证。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50 家企业连续 7 年签约，成为进博会“全

勤生”，包括施耐德电气、美敦力、欧莱雅

等知名企业品牌。

欧莱雅将在消费品展区和法国国家

馆分设展台，带来全球新品爆品、美妆科

技和可持续消费跨界合作的首发首秀，并

呈现中法两国在科技、文化和艺术等领域

的合作成果。

美敦力将展示其在心脏及血管、医疗

外科、神经科学、糖尿病等医疗领域的近

百款创新产品及技术，其中包括多款“亚

太首展”和“中国首秀”展品。

施耐德电气将展示多

种 AI 赋能的创新产品及

解决方案。施耐德电气执

行副总裁、中国及东亚区

总裁尹正表示，进博会不

仅彰显了中国高水平开放

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更为

全球企业深耕中国市场、

合 作 创 赢 打 开 了 机 遇 之

门，已成为施耐德电气不

可或缺的“中国之约”。借

助进博会这一平台，施耐

德电气将继续深化与各界

伙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构建更加紧密的生态合作

体系。

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

应获得了各界高度肯定，

也让众多参展商对接下来

的参展成果充满期待。

目前，美敦力已有 10

余款进博展品和疗法加速

落地中国，在临床应用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中，

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起

搏器”的 Micra，自 2019 年

上市以来，已累计完成约

1 万例手术。其新一代升

级款 Micra VR 2 和 Mi-

cra AV 2 作 为 中 国 首 展

产品在第六届进博会亮相

后，于今年 5 月在海南博

鳌乐城先行区完成首次临

床应用。

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

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

说：“进博会承载着中国与

世界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的愿景，也是美敦力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

的黄金纽带。美敦力加速引进全球前沿

技术，积极参与中国医疗高质量发展进

程。未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以先进的医

疗科技为中国乃至全球患者的生命健康

服务。”

罗克韦尔将展示多种创新科技以及

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规模

化应用实践。“进博会的强大‘磁力’让罗

克韦尔印象深刻，我们有机会面向更多合

作伙伴展示创新技术，分享行业洞察，与

更多中国企业相识，共同寻求合作共赢的

新机会。展望未来，罗克韦尔期待通过第

七届进博会与来自全球各界的伙伴继续

开展深入交流与协作。”罗克韦尔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石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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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RCEP 产 业 合 作 委 员 会 发 布

2024 年度《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报告》。该

报告指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首要优先地区、可行合作地区、率先实践

地区，经济联动发展是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重要推进器。当前，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势头迅猛，未来

合作前景可期。

202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继

续增长，规模达 6.41 万亿元。东盟连续 4 年

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也连

续多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十多年

来，东盟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

中国和东盟及其 10 个成员国都签署并实施

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文件，中国和东

盟全面战略合作也由此进入快车道。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

作取得喜人成就。

以柬埔寨为例，近年来柬埔寨吸引了

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背后原因中，《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柬中自由

贸易协定生效这两点功不可没。外资进

场 ，推 动 的 是 柬 埔 寨 国 内 经 济 的 迅 猛 发

展。世界银行今年 4 月预测，2024 年柬埔

寨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5.8%，2025 年将达到

6.1%左右。亚洲开发银行最新报告也显

示，2024 年柬埔寨经济增长率将达 5.8%，

2025 年达到 6%。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柬埔

寨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这只是

中国—东盟合作的一个缩影。

此种振奋人心的景象，其大背景是全

球供应链加速重组，国际贸易格局重新洗

牌。在此过程中，东盟各国发挥自身原本

的竞争优势，又牢牢抓住了发展趋势，最终

换得飞速发展。

东盟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原本就有着许

多优势，在双边和多边贸易中具备坚实的

竞争基础。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丰

富的人才资源、数字化程度领先⋯⋯这些

都是东盟国家多年规划和发展的结果，为

其如今在世界经济中保有竞争优势打下了

坚实基础。正是这样的基础，让东盟的经

济增长保持良好势头，国际联系不断深化，

无论是农业和渔业等传统行业，还是电动

汽车、半导体、医疗技术等新兴经济领域，

东盟都在全球贸易新一轮格局中获得了发

展动能。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设置壁垒的时

候，东盟进一步开放本国贸易。该地区在

2022 年的总出口额较 2019 年增长了近 40%，

达到 19.6 万亿美元。除此之外，东盟企业还

借助《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各种双边条约（如《欧盟—越南自由贸易

协定》）来增加进入新市场的渠道。随着双

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不断扩大，东

盟内部的更紧密一体化正在增加其对国际

企业和寻求发展海外业务的企业的吸引力。

开放是大势所趋，合作共赢是唯一出

路，东盟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才抓住

了自身发展的宝贵机遇。这与中国在国际

市场上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不谋而合。

依托多种机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加速深化

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例如，泰国正式申请

加入金砖国家，引发广泛关注，马来西亚也

有意“入砖”，表示已经在着手准备。再例

如，柬埔寨领导人成功访华，有力地推动了

柬埔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

逐步走深走实。作为中柬共建“一带一路”

示范项目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目前已吸

引 188 家中外企业（机构）入驻。中国正在

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注入新

的活力，双方合作发展的需求正稳步上升，

推动务实合作的意愿强烈，对未来的信心也

很足。

当然，东南亚经济也依旧面临挑战。当

前，东南亚国家需着力应对未来发展动能不

足的隐忧。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最新报告显

示，受地缘政治、高利率环境和流动性减少

等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东南亚地区企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数量减少 21%至

67 宗，IPO 融资额下降 59%至约 14 亿美元，

IPO 市场总值下降 71%至 58 亿美元，延续了

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的颓势。这意味着

IPO 市场情绪低迷，投资者和有意进行挂牌

的从业者，仍在继续关注东南亚地区的宏观

经济表现。东南亚国家尽管在国际市场上

有着诸多竞争优势，但其本土的传统制造业

和高精尖科技行业仍难言“硬气”，在地缘政

治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很容易出现发展预

期的波动，并不能完全让国际投资者放心。

举例而言，东南亚国家许多人工智能（AI）

及与人工智能相关公司仍处于早期阶段，利

好的期望值尽管已经蓄势待发，但人工智能

IPO 浪潮仍未到来，在这一点上东南亚国家

仍需抓紧同时间赛跑。

这种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应在具体核心产业上多下功夫。正如 《中

国—东盟经贸合作报告》 所言，产业是经

济增长之本，经济合作领域中产业合作是

重中之重，切实加强双方产业合作已成为

当务之急。加强产业合作，可形成中国—

东盟区域新的生产力和对外竞争力，使双

方产业结构调整更有效进行，促进本区域

产业升级，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增强经贸关

系的可持续性。

日前，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关于退

出《能源宪章条约》的提案，标志着欧

盟将正式退出这一自 20 世纪末开始

生效、旨在保护能源领域投资的多边

条约。早在今年 5 月底，欧盟就宣布

将在年内完成退约工作，旨在使欧盟

的能源政策更加符合其气候目标。

《能源宪章条约》属于冷战后特定

历史时期的产物，签署于 1994 年并于

1998 年 生 效 ，制 定 目 标 通 过 促 进 投

资，加快将原苏联国家纳入欧洲和全

球能源市场，因此重点突出了对投资

者利益的保护，尤其是针对传统化石

燃料能源项目，强调了投资东道国不

能以强制措施伤害投资者利益。但条

约在注重商业利益的同时，对于环境

利益相对忽视。根据条约，如投资企

业认定其项目所在国的某项政策对其

商业活动和利益构成威胁，可以起诉

该国。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援引该

条约的法律纠纷共有 162 起。在绿色

可持续发展成为主基调的今天，这一

条约内容已经与时代脱节。

近年来，欧洲多国认为该条约过

于保护化石燃料相关企业利益，阻碍

了欧洲实现其能源转型和气候目标。

今年 5 月底，欧盟理事会就批评该条

约不符合《巴黎协定》以及欧盟推动能

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另外，国际气象

组织下属的跨政府气候变化小组也认

为，该条约对化石能源投资的保护是

对能源转型的阻碍。学术和行业界更

是一边倒对该条约持消极态度，认为

其不论是否改革，都与当前的净零目

标不相符，甚至批评该条约是油、气、

煤领域大型企业用于阻碍各国政府推

进清洁能源转型、维护自身狭隘利益

的工具。在上述 162 起投资企业起诉

国家政府的法律纠纷中，判企业胜诉

的案例达到 51 起。有学者表示，对于

希望逐步淘汰煤电的其他国家，上述

判例传递出了让人担忧的信息。针对

这一情况，欧盟各国也试图对该条约

进行改革调整，以纠正其对于化石燃

料的保护，并让其与《巴黎协定》并轨，

但长期难以达成共识。条约饱受批评

并且改革无望，促使各国只能选择退

出。意大利早在 2016 年就退出条约，欧盟此次群体性退出，也

是长期试图改革未果之后的唯一解。

欧盟将条约视为影响限制其能源转型发展的突出阻力，退

约后，势必会在能源转型上进一步加速。欧盟 2023 年通过可再

生能源指令，全面推进绿氢、光伏、风能建设，加速淘汰落后燃煤

电 站 。 根 据 指 令 ，欧 盟 到 2030 年 的 能 源 构 成 中 将 有 不 低 于

42.5%的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今年上半年，德国北部地区首座

商用绿氢工厂开工建设，计划用德国国内的风力和光伏发电作

为能源，每年生产约 1150 吨绿氢。欧盟还计划到 2030 年在欧盟

生产 1000万吨可再生氢，欧洲风能协会也预测，2024年至 2030年

间欧盟将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200 吉瓦。除在生产端加大“产绿”

外，欧盟还注重在消费端加速“拥绿”，其去年出台的航空法规主

要目标是增加可再生和低碳燃料的需求和供应，减少航空业的

碳足迹。

欧盟在其《绿色协议》中做出规划，要成为第一个气候中和

大陆。此后还先后通过一揽子措施提案，使欧洲在 2030 年达成

较 1990 年减排至少 55%的目标。欧盟此次退出《能源宪章条

约》，将极大提升欧盟的脱碳政策自由度，加速其能源绿色转型

和可持续发展。

7 月 24 日，日本总务省公布了最新日本人口动

态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 月 1 日，不包含

在日外国人的日本人口总数约为 1.2156 亿，较去年

同期减少 86 万，为连续第 15 年减少，跌幅创下 1968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从行政区划看，全国唯有东京都人口较去

年略微增加 3933 人，增长率仅为 0.03%，为时隔

3 年再度增长。然而据日本媒体分析，其原因

也只是新冠疫情形势缓解，一定程度加速了人

口向东京都的流入。虽然东京都人口增加，但以

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共同构成的东

京都市圈总人口却减少 0.19%，为连续第 3 年减

少。另两大都市圈关西圈和名古屋圈人口也

分别减少了 0.63%和 0.71%。全国人口跌幅

最高的为秋田县，达到 1.83%，紧随其后的

为青森县和岩手县。

分析认为，造成日本人口创纪录跌幅

的最主要原因，是统计年度之内的日本死

亡人数创下新高，达到约 158 万人，相比之下

出生人数却创下新低，仅有约 73 万人。两者

相差约 85 万人，是有调查结果以来首次超过 80

万人。其背后反映出日本当前面临的少子老龄

化问题依然严峻。

按年龄段划分，15 岁至 64 岁的日本劳动年龄人

口约为 7174 万人，同比减少约 52 万人，占比约 59%，

呈持续减少趋势。65 岁以上的老年人约为 3571 万

人 ，同 比 增 加 约 3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达 到

29.38%，呈持续上升态势。有日本媒体统计，14 岁及

以下日本人口从 30 年前开始持续减少，到如今只有

1410 万人，尚不足当时的 70%，而 65 岁以上的老年

人口已经增加到当时的 2 倍以上。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少子老龄化的日本社会面

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外国

人已经成为支撑日本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

显示，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口总数超过 332 万，较去

年同期增加近 33 万人，是自有调查数据以来首次超

过 300 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外国人整体的比

例 高 达 85.22% 。

目 前 在 日 本 的 便 利

店、快餐店等服务行业

内，年轻外国留学生、技能实习生挑起“大梁”的现象

屡见不鲜，外国人已经成为日本劳动力的重要补充。

日本媒体此前报道，日本社会保障与人口研究

机构预测，2070 年日本人口将下降至 8700 万人，其

中外国人比例将达到 10%。出于进一步保障外国人

就业环境的考虑，日本政府今年 3 月份决定设立就

业培养制度，为外国人入境后提升技能水平创造条

件。但事实证明，在外国人薪资待遇方面，日本并不

具备显著优势，未来能否推进外国人薪资水平上涨

将成为关键课题。此外，外国人才就业范围、生活环

境等保障政策的完善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

在人口不断减少的同时，日本全国家庭总数却

以近 6078 万户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然而与之相

对的是，每户平均人数仅为 2.05 人，为历史最少，这

更反映出当前日本民众生育意愿低下的现状。今年

6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少子化对策相关法案，号称

“异次元少子化对策”，即全年龄段人口都要对养育

子女的家庭提供支持。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儿童

补贴对象范围、取消收入限制、对适龄生育人群倍增

补贴等经济政策来提高出生率，但显然人口减少和

少子化的进程正在以远超政府预想的速度发展。日

本社会学界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对未来出生人数

的预测过于乐观，已经背离了现实，政府和企业以此

为基础制定政策和经营方针，恐怕难以奏效。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五菱中心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五菱中心 44SS 店停车店停车

场场，，一位车主在为自己的五菱新能源车充电一位车主在为自己的五菱新能源车充电。。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钦钦摄摄

77 月月 44 日日，，人们在日本东京原宿的街道上人们在日本东京原宿的街道上

行走行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张笑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