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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享 中 国 机 遇 共 创 美 好 未 来
本报记者 孙昌岳

携手共建可持续“全球南方”
本报记者 刘 畅

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金方千：

搭 上 合 作 共 赢 快 车

进博会的

﹃
朋友圈

﹄
越来越大

郭子源

□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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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129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496 家 展 商 参 加 ，国 别（地 区）

数、企业数均超上届，世界 500 强和

行业龙头企业达 297 家，创历史新

高。老朋友、新朋友齐聚上海，共谋

合作与发展。

其中，186 家企业和机构连续

7 年参加进博会，成为名副其实的

“全勤生”。

老友为何钟情进博会？新朋友

为何青睐进博会？进博会的“朋友

圈”为何越来越大？

记者采访发现，通过进博会的

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

放合作“四大平台”，参展商亲身参

与并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看

到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

心与努力，更加坚定了投资、深耕、

扎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大市场

已成为世界大机遇。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近年来，中国主动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修订扩

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

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

设。制度型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提

供了新机遇。据统计，前六届进博

会已有近 2500 项代表性首发新产

品、新技术、新服务亮相，累计意向

成 交 额 超 4200 亿 美 元 ；累 计 组 织

1130 多家外资企业和投促机构赴

各地开展精准对接，不少展商在中

国开出新门店、新工厂、新研发中

心。在这里，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

资商的“进博故事”不断涌现。

推进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为

世界提供新动能。近年来，中国持

续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绿色贸

易亮点频现；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

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数字领

域对外开放；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些努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新动

能。今年，第七届进博会将重点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支持各地

创新招商模式，预计将有更多外资企业不仅把中国作为出口地，

还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投资地、创业地，双方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

凝聚开放共识，为世界提供交流平台。自首届进博会开始，

虹桥论坛就广泛邀请全球政商产学研的各界知名人士，为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经过 7 年发

展，目前进博会已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七年”老

友渣打银行借助进博会平台，接触了约 5000 家有进出

口需求的中小企业，实现了广泛的银企合作，前

6 届进博会已累计签署超 30 个战略合作备忘

录，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跨境场景。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

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当前，上海正在加快

建设国家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试验田，全力

落实上海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

总体方案，目前 80 条措施已落地 72 条，其

余也在积极推进。接下来，中国还将进一

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电信、教育、文化、医

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中国市场将是各

国企业的最佳选择之一。

本届进博会上，美国生物制药企业吉利德科

学以“创造一个更健康的世界”为主题第三次赴

约。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金方

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博会已成为全球头

部医药企业链接中国市场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个

平台，参展企业扩大了公司品牌影响力，加速创新

产品获批上市，同时能够更高效落地，可以说是进

入了合作共赢的“快车道”。

“中国是吉利德科学全球三大重要战略市场

之一。此前，吉利德科学两次参加进博会，见证

了进博会带来的‘溢出效应’，亲历了展出药物

的快速上市，并持续加深与各方的合作交流。”

据金方千介绍，吉利德科学在 2022 年首次参加进

博会，推出两款新药。其中，抗真菌领域新药在

展会后仅 3 个月就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

市批准。

金方千说，进博会是共享中国机遇的国际化

舞台，更是链接合作的“黏合剂”，期待借助进

博会平台，进一步扩大在医疗生态系统的“朋友

圈”。“吉利德科学通过参加进博会，深刻体会到

中国与全球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进一步坚

定扎根中国市场、深耕本土医药创新的信心。”

金方千说，在本届进博会上，吉利德在 500 平方

米的展台上再次展示不断扩大的产品组合与创新

成果，展品不仅覆盖吉利德中国聚焦的病毒学、

肿瘤学与真菌学等领域，而且包含多款首次展示

的在研药物。

“我们制定了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规划。

未来，吉利德科学将持续以患者为中心，与各方探

索创新合作、加强多渠道建设，不断提升已上市药

物的可及性，持续推动本土研发能力建设，让更多

创新药物早日惠及中国患者。”金方千说。

近年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在

世界总产出中约占 40%，已经成为拉动世

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1 月 5 日，第七

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全球南方的可持续

发展与中非合作”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全球南

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可持续发展”“中

非合作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新趋

势”等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凝聚共识，

为“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发展与中非合作

提出建议。

联合国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佩德罗·曼

努埃尔·马雷诺表示，当前，南南贸易总

额已超过南北贸易，在世界贸易投资和发

展中的作用及影响力不断提高。“全球南

方”国家能否成功融入全球经济，始终是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核心。今后，联合国贸

发会议仍将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倡导南北

对话，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过去 20 多年，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2023 年，中国与近半数非洲

国家贸易额同比增幅超过两位数。特别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包括卢

旺达在内的非洲国家踊跃参与，在贸易、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卢

旺达贸易与工业部长塞巴希兹·普鲁登斯

表示，2023 年，卢旺达对中国的出口增长

了 87%以上，达到创纪录的 1.31 亿美元。

中非合作使非洲融资难、能源成本高、粮

食短缺等问题均得到了有效缓解。当前，

全球经济充满众多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

下，需要更多的中非合作以及南南合作，

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类挑战。

“技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改

变了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最

大。在这种背景下，南北之间的不对称在

加剧。从国际角度来看，‘全球南方’加强

合作，制定更多政策，共同应对发展中将

面临的挑战变得至关重要。”联合国贸发会

议宏观经济与发展政策司司长阿纳斯塔西

娅·内斯维塔伊洛娃说。

对于中非合作的重要意义，埃塞俄比

亚前高级部长、总理特别顾问、伦敦大学

亚 非 学 院 教 授 阿 尔 卡 贝 · 奥 克 贝 深 有 感

触 。 他 指 出 ， 1992 年 ， 中 非 贸 易 额 仅 约

8 亿美元，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2023 年，

中非贸易额已达到 2821 亿美元，合作领域

也逐渐增多，工业园区建设、铁路互联互

通、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发展，都使非洲

经济更具韧性。“特别在绿色转型方面，中

国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也尽其

所能向非洲国家分享绿色发展经验，为非

洲走好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技术、能

力 建 设 等 切 实 支 持 。” 阿 尔 卡 贝 · 奥 克

贝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

长张威强调，近年来，中国持续扩大非洲

农产品进口，为非洲农产品出口中国建立

绿色通道，使鲜花、牛油果、咖啡等非洲

特色优质农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路。与

此同时，今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将对原产

于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目

产品适用关税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中

国 一 直 是 南 南 合 作 的 积 极 倡 导 者 和 支 持

者，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促进‘全球南

方’国家的共同发展。相信随着中非关系

的 不 断 发 展 ， 中 非 各 领 域 合 作 将 持 续 深

化 ， 也 将 不 断 促 进 非 洲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

张威说。

中非各领域合作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

果 ， 但 非 洲 各 国 发 展 仍 存 在 不 少 制 约 条

件。对此，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王林聪

表示，当前，非洲仍面临减贫、粮食安全

等众多紧迫问题。从中非未来合作的发展

趋势看，加强双方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

等领域的发展，将极大改善非洲自身的发

展能力，能够从根本上扭转非洲当前的发

展态势，真正帮助非洲实现转型和发展。

图图①① 1111 月月 55 日日，，第七届进博会中国馆第七届进博会中国馆，，观众正观众正

在观看中国商飞国产大飞机模型在观看中国商飞国产大飞机模型。。

图图②② 1111 月月 55 日日，，第七届进博会中国馆第七届进博会中国馆，，工作人工作人

员正在介绍一款可以奔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员正在介绍一款可以奔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图图③③ 1111 月月 44 日 拍 摄 的 第 七 届 进 博 会 外 景日 拍 摄 的 第 七 届 进 博 会 外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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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分论坛之一，《世界开放报告 2024》 发布

暨国际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

行。来自全球多国的政商学界嘉宾围绕世

界开放现状与前景展开深入交流，为推进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建言献策。

以更大力度开放破解发展难题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保守倾向

加剧，经济全球化步履蹒跚，开放和机遇

成为稀缺资源。《世界开放报告 2024》 显

示，2023 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542，同比

下 降 0.12% ， 比 2019 年 下 降 0.38% ， 比

2008 年下降 5.43%，世界开放度呈现震荡

收缩趋势。

“当今世界的发展难题不是由开放造

成 的 ， 反 而 需 要 更 大 力 度 的 开 放 来 破

解。”中国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

表示，世界开放徘徊不前，需要减少阻

力，增强动力，形成合力，打造更多推动

开放合作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

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开放是全球科技合

作，推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对的各种挑战，也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全球性问题必须全球携手解决，既要做大

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推动互利共赢。

《报告》 指出，虽然近年来全球价值

链遭受种种冲击，但仍保持总体扩张趋

势，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发生根本逆转。

《报告》 团队今年首次面向全球受访

者推出了世界开放形势问卷调查，对未来

10 年的世界受访者普遍期望开放包容的

力量超过封闭排他的力量、和平稳定的力

量超过对抗动荡的力量、合作共赢的力量

超过零和博弈的力量、发展繁荣的力量超

过停滞衰退的力量。

中国是世界发展重要机遇

开放是进博会的核心理念，也是当代

中国发展的鲜明标识。作为中国为全球提

供的一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国际合作平

台，7 年来，进博会依托国内大市场优

势，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

流、开放合作的平台功能，对加快构建国

内新发展格局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力拓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也是中

国开放政策的受益者：累计向中国供应

40 多 亿 吨 优 质 铁 矿 石 及 其 他 重 要 金 属

矿，在中国的铁矿石现货业务拓展至 19

个 港 口 ， 可 为 超 过 90 家 钢 厂 提 供 服

务 ⋯⋯一个个数字折射出过去几十年开放

的中国给力拓带来的巨大机遇。力拓集团

执委会成员、中国区主席白睿明表示，开

放和互信对于公司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

不想进入零和游戏的模式，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共同合作，实现共赢”。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负责人曲

维玺表示，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高水

平开放也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国

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多

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与世界各国共享发

展机遇，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

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推动

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代表兼战

略规划、方案和政策总司执行干事塞西莉

亚·乌加兹·埃斯特拉达表示，中国正成

为可持续工业转型的领军者，中国—非洲

（埃 塞 俄 比 亚） —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合作示范中心等项目便是明证。该中

心彰显了中国对国际可持续发展合作的承

诺。这些伙伴关系对于分享支持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工业增长的技术、知

识和资源至关重要。

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报告》 指出，数字化和能源转型是

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新驱动力。塞西莉

亚·乌加兹·埃斯特拉达指出，这种趋势

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

战，但同时也为工业发展和国际合作开辟

了新的途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继

续支持各国增强工业能力、推动创新和促

进投资。通过能力建设、清洁能源和数字

化转型等项目，增强各国充分利用开放型

全球经济的能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当

然一员，中国始终是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

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坚持以开

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

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让发

展 成 果 更 多 更 公 平 惠 及 各 国

人民。

近 年 来 ， 进 博 会 与 共 建

“一带一路”的合力效应愈

加 显 现 。 与 会 嘉 宾 认 为 ，

中 国 市 场 开 放 成 果 与 互

联互通成果相结合，更

加 造 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国家。

北京大学荣誉教授、意

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米

凯 莱 · 杰 拉 奇 表 示 ， 共 建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重要的

发展倡议，它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平

等发展的机会。“它就像我们在中国吃饭

的圆桌，在上面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

菜。这就是‘一带一路’的美妙之处，它

能够符合各国个性化的需求。”

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国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有效助力其他国家创

新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全球创新开

放 合 作 相 辅 相 成 。” 亚 太 经 济 合 作 组 织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可持续工作组

主席、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主席宁高宁

表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市场

规模的培育，面向未来，国际社会需要以

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发展，促进全球共享创新发展、开

放发展的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