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红霞 王 攀 周 强

这是新中国历史最为悠

久的贸易盛会——

1957年起，每年春秋各办

一届，迄今已走过60多年的光

辉历程。

这是世界瞩目的全球

卖场——

展览面积超过118万平方

米、6万多个展位、2.5万多家

参展企业、2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采购商穿行其间……

4月，广州迎来第123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

交会），世界贸易的镁光灯再

次聚焦中国。从博鳌亚洲论

坛到广交会，一个来自东方

的声音始终嘹亮清晰：中国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

中国机遇以广交会
迎各国搭“快车”“便车”

4月19日，广州琶洲会展

中心进口展区人潮涌动。

“我们非常想尝试跟中国

企业合资，非常想在中国网上

销售。”见到新华社记者，英国

斯坦利灯具公司董事长伯尼

一连说出两个“非常”。

与中国供应商打了近40

年交道的斯坦利公司正考虑

把重心由“从中国买”转向

“往中国卖”。“习近平主席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

提出要扩大进口，这对我们

外国企业而言无疑是巨大机

遇。”他说。

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全球

风扇业务代理商喻志鸿忙着

接待一拨又一拨客户。

这位美国华裔工程师告

诉记者，他与广交会早在40年

前便已结缘。“那时我才8岁，

父亲把我带到这里观看广交

会，这么多年来我可以说是见

证了广交会的成长。”喻志鸿

翻出手机相册，第68届、第72

届、第 75届……一张张标注

“来宾”的老照片，让他打开了

话匣子。

“广交会最好的地方就

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来这里，

我们不用去别的国家，只要在

这里等大家就好了。中国搭

台，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唱戏。”

喻志鸿说，跟广交会结缘的40

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也是飞速发展的40年。

越开放，越发展；越发展，

越开放。

在不久前举行的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

主席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

一系列重大举措，并指出将尽

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

快不宜慢。

4月17日，国家发改委亮

出汽车等制造业对外开放“时

间表”，明确2018年取消专用

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

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

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

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

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

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

消限制。

“中国不仅清晰释放出进

一步扩大开放、欢迎更多外国

投资的信号，还在加紧付诸实

践，我们没有理由不乐观。”参

加广交会的华南美国商会会

长哈利·赛亚丁说。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副会长王贵清表示，进入新

时代，中国主动作为，选择了

扩大开放，扩大进口，充分彰

显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分

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诚意。

中国承诺以保护知
识产权促营商环境优化

空调不仅送空气还能

“吞雾霾”、智能美甲彩绘机

让爱美玩出新花样、一个遥

控器搞定全场景定制化智能

家居……本届广交会，科技亮

点令人目不暇接。

科技创新的背后，企业对

保护知识产权的诉求也日益

增长。

“保护知识产权是护航企

业从大走向伟大的必由之路，

更是基本前提。”法国米罗公司

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马祖瓦耶

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决

定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连续参加15届广交会的

米罗公司早在2006年就在广

州设立分支机构，展位上挂

满了各类工业设计图样，人

气颇高。

与部分参展的境外设计

公司类似，米罗公司也曾发现

自家设计成果遭遇抄袭和剽

窃。当他们向广交会设计与

贸易促进中心投诉后，这些涉

嫌侵权的产品被迅速下架，侵

权企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

罚，有的甚至被逐出广交会。

保护知识产权，外资企业

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

广东新宝电器公司在本

届广交会上展出20多个品类

小家电产品。公司首席营销

官、副总裁朱小梅告诉记者，

近年来，企业多次成功维权，

“山寨”产品被迅速扫地出门，

企业得以挽回损失。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

长雨日前表示，重新组建国家

知识产权局是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的重大举措。国家

知识产权局正在统筹推进知

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

护、同保护”各项工作，特别是

坚持对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

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

拥有2300多家会员企业

的华南美国商会上月公布的最

新调查报告显示，对于大部分

受访企业而言，中国仍是其全

球投资计划的首选对象；同时，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2018年度

在华预算再投资额将达到140

亿美元，同比增长11.8%。

中国方案 以美美
与共谋全球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

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

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

滚向前。

与此同时，全球增长动能

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

球发展失衡这些根本性矛盾

仍然比较突出。逆全球化思

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加剧

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

定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拉加德直言，全球经济的最优

先任务，是避免贸易保护主

义、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长期

经济增长。世界贸易组织总

干事阿泽维多更为明确地警

示：“主要经济体间贸易关系

破裂将会使全球经济偏离过

去几年的复苏轨道，威胁经济

增长和就业形势。”

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

后退，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已

然作出抉择：

——过去40年中国经济

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

进行。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

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

处碰壁。

——世界已经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

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

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叙利亚商人穆罕默德·扈

利出身商贸世家，经营着一家

名为Midtrans 的货运企业，

主打亚洲和中东市场。在他

看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

念，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去了

福祉，也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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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论坛面 向 未 来 携 手 前 行
——从第123届广交会看中国扩大开放

本报讯 将于11月举行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工作正

在进入“加速跑”阶段。新华社记

者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

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700多家

企业报名参加，已签约的企业中

高达34%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

全息眼镜、肿瘤放射治疗设

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无人仓

库……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

局长、国家会展中心董事长孙

成海介绍，进口博览会正在成

为全球品牌首发的新平台和知

名企业的整体形象展示平台，

参展企业呈现出领先性和广泛

性的特点。

截至4月17日，全球已有超

过1700家企业报名参展进口博

览会；906家企业签约参展，签约

展览总面积达 15.7 万平方米。

签约参展的企业中，有103家是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企业占比高达34%，最不发达国

家占比为10%。

在招商方面，98家中央企业

已成为进口博览会的第一批采

购商，进口博览局方面还通过

“广交会”、行业协会等多个渠道

广泛邀请优质境外采购商前来，

预计到场的采购商人数将达到

15万。

目前，进口博览局正在着力

推进展商服务、展会参观、交易促

进、论坛会议、接待保障五大服务

体系，加速推动场馆升级、数字展

会、观展接待、导览升级、便捷通

行等13项重点工作。

（周 蕊）

本报讯 唐山·曹妃甸港阿

拉山口内陆港日前在新疆阿拉

山口市揭牌，标志着这一内陆港

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是我国陆

港联合深入践行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

济走廊的重要举措。

揭牌仪式上，曹妃甸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阿拉山口市人

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积极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以大物流拉动经济发

展，强化双方在陆港联运、国际

物流等产业中的参与力度，为阿

拉山口市打造辐射亚欧的丝绸

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以及曹妃

甸港区成为西北地区、哈萨克斯

坦等中西亚国家主要出海口注

入发展动力。双方将在重点推

动内陆港建设、开通中欧班列、

打造多式联运项目试点、促成两

地联检单位互联互通以及保税

业务、仓储加工、物流金融等领

域展开合作。

阿拉山口市地处我国西北

边陲，战略位置显要，连接中哈，

辐射亚欧，集铁路、公路、输油管

道、航空全方位交通运输于一

体，是我国辐射中亚、连接欧洲

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国家能

源资源陆路安全大通道。口岸

自1990年通关过货以来，已累计

完成进出口货运量3.22亿吨，进

出口贸易额1528.74亿美元。目

前，途经阿拉山口口岸的中欧、

中亚班列已达52种，累计通行

5000余列。 （李晓玲）

进口博览会报名参展企业超1700家

唐山·曹妃甸港在新疆阿拉山口设立内陆港

4月，广州迎来第12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世界贸易的镁光灯再次聚焦

中国。图为广交会进口展区。 新华社记者 梁 旭 摄

□ 李 拯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今后7年

内，将禁止该国企业向中国电信

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

子技术或通讯元件。这一事件在

舆论场上引发深入讨论，出口禁

运触碰到了中国通信产业缺乏核

心技术的痛点。“缺芯少魂”的问

题，再次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

这些年来，中国通信产业发

展迅速，芯片自给率不断提升。

华为的麒麟芯片不断追赶世界先

进水平，龙芯可以和北斗一起飞

上太空，而蓝牙音箱、机顶盒等日

用品也在大量使用国产芯片。但

也要看到，在稳定性和可靠性要

求更高的一些领域，国产芯片还

有较大差距。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 2300 亿

美元，花费几乎是排在第二名的

原油进口金额的两倍。互联网核

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

患——此次事件，让我们感受到

切肤之痛。

面对技术壁垒，不能盲目悲

观，特别不能对中国的高科技发

展丧失信心。当此之时，应该激

发理性自强的心态与能力，通过

自力更生真正掌握核心技术。

“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中国将

不计成本加大在芯片产业的投

入，整个产业将迎来历史性的机

遇。”一位投资人如此评论道。

确实，如果能够痛定思痛，加快

推进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政策完

善和科技体制改革，并产生更强

的改革紧迫感、凝聚起更大的改

革力量，那就有可能把挑战变成

机遇。

对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来说，

商业模式的创新固然能够带来流

量和财富，但最终比拼的还是核

心技术实力；对政府部门而言，应

该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

的制度环境，比如说，芯片设计具

有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的特

点，就需要从更大层面统合科研

力量、实现集中攻关。就像中兴

对员工们所说，“任何通往光明未

来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突破核

心技术肯定会带来阵痛，但在关

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

是为了用现在的短痛换来长远的

主动权。

在保持信心的同时，也不能

因遭遇制裁而产生极端偏激的情

绪。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有足够的腾挪

空间；另一方面，国产通信产业从

零起步，如今发展到与世界通信

巨头并驾齐驱，并在5G时代展现

出领跑能力，绝不是得益于自我

封闭。我们并不需要把封锁当作

“重大利好”来激励“自主研发春

天来了”，更不能把扩大开放与自

力更生对立起来。面对高科技的

技术攻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

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

走越宽。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

装扮自己的明天”“只有把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

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

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回看前

路，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可谓刻

骨铭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

来的，也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

经济发展的下半场重点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

创新。这条路很长，但只有靠我

们自己走下来。

强起来离不开自主创“芯”

□ 周 蕊 龚 雯

中外“黑科技”如何从实

验室走向市场、“找到新家”？

4月19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

（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

会，正在为这些先进技术寻找

资本、市场、服务，帮助创新项

目加快落地。

无人＋、人脸识别＋、机器人＋，
“黑科技”将这样改变生活

无人银行、无人驾驶、人

脸识别＋、夜光花、“跑腿”机

器人，正在举行的第六届上交

会上，越来越多的“黑科技”正

在改变你我的生活。

没有柜员、没有大堂经理，

由智能服务机器人通过自然语

言与到店客户交流互动、了解

客户服务需求，并引导其进入

不同区域办理业务，在最新现

身上海街头的“无人银行”，这

些“会卖萌”的智能服务机器人

背后的“黑科技”不简单。

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生产

方上海方立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攀攀说，亮相上交

会，是为了帮助这些智能服务

机器人找到更多落地场景和

发展空间。

无人驾驶是展会上的另

一大亮点。青飞智能创始人

孙一飞说，企业研发的限定

场景 L4 级的无人驾驶商用

车，未来将实现观光景区、机

场接驳、工业园区等半封闭

场所内固定线路的无人巴士

运行。

刷脸支付、刷脸购物、刷

脸过关、刷脸考勤……本届

上交会的“明星企业”——人

工智能“国家队”云从科技副

总裁张立介绍，随着计算机

视觉技术的成熟，刷脸正在

解锁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

走向“刷脸＋”，引领各行各

业变革。以银行业“刷脸取

款”为例，加载了最新的红外

活体检测技术后，装置在

ATM 上的小小摄像头能够

抵御照片、换脸视频、翻拍、

面具等“假脸”攻击。

此外，不少国外“黑科技”

也活跃在上交会。比如，匈牙

利摩根斯达集团带来的“神奇

夜光花”技术，在对植物表面进

行自然处理后，用阳光、紫外线

黑光等“充光”，让植物在黑暗

中发出不同颜色的绚丽光芒。

以展会为支点撬动发展，
企业有话说

从第一次亮相到“开花结

果”，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上

交会实现“三级跳”。

2014年，安翰医疗在第二

届上交会展示了可以“不插

管”做胃镜的“胶囊机器人”，

之后落户在上海的张江高新

区。四年后，这一集成300多

个精密元器件的“中国智造”，

不仅在全国上千家医疗机构

实现落地运营，还出口到德

国、英国、意大利等地。

以展会为支点撬动发展

的还有来自德国的罗伯沃茨

机器人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公司2013年参加上交会

后落户中国，在上海建立了无

人系统研发中心，专注于对自

主移动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

标准操作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未来的目标是把更多中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推向

世界。”罗伯沃茨CEO程旭说。

安翰和罗伯沃茨踏上的

“新征途”并不是个例。据新

华社消息，在2017年的第五届

上交会结束后，720家被调查

的参展企业和机构中，192家

参展企业收到了674家企业的

合作意向，91家企业获得意向

订单，46家企业获得资方介

入、技术许可、技术入股等。

打通技术交易“最后一公里”，
上交会这么做

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的

国际技术交易会，帮助新科技

突破技术贸易“最后一公里”，

上交会还准备出这些招。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

英说，上交会不仅是一个领先

技术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更是

一个推动科技项目对接、促进

技术贸易常年发展的平台。

近年来，上交会陆续创新

推出了“主宾国”“主宾城市”

等创新机制，定向吸引国内外

知名的创新地前来上海进行

技术交流。会展招展方东浩

兰生集团总裁池洪介绍，本届

上交会上，担任境外主宾城市

的挪威奥斯陆市、希腊伊拉克

利翁市、日本横滨市，将带来

绿色能源和环保新科技、教育

创新智能技术等，而境内主宾

城市大连也组织了35家科技

创新企业参展。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钟

晓敏介绍，本届上交会首次联

合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搭

建技术贸易服务枢纽对接平

台，协同推进长三角地区产业

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

着力拓展全国性的技术贸易

交流新渠道。

此外，上交会还依托“上

交会3＋365联盟”，开展常年

技术贸易促进活动，为供需双

方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全方

位服务，以“永不落幕”的服

务，打通技术贸易的“最后一

公里”。

上交会打通技术贸易“最后一公里”

要闻速递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为先进技术寻找

资本、市场、服务，帮助创新项目加快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