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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记者王琳琳、
赵旭）腾飞的双翼、翱翔的雨燕、破浪前行的
航船、目不暇接的 10 年服务贸易成就……
　　走进 2022 年服贸会综合展，成就展是
门面展台。“乘风破浪寓发展、雨燕展翅说腾
飞”的匠心布展，回顾了中国服务贸易 10 年
成就与贡献，彰显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活
力与机遇。
　　 10 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49
倍，进口服务累计超过 4 万亿美元；服务贸
易进出口年均增长 6.1% ，是全球增速的两
倍；2021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
升至 5.6% ……
　　在世界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亮眼“成绩单”，印证新
时代大国经济发展之变。中国服务贸易的“增
长密码”是什么？走进 2022 年服贸会，不难
找到答案。

做好“新”字大文章

　　 2012 年，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
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商务部、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中国（北京）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
　　从 2012 年至 2019 年的六届“京交会”，
到 2020 年以来的“服贸会”，10 年间，服贸
会应时而变，做好“新”字大文章，聚焦各类新
技术、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如今已成长为
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领先的盛会，与广交
会、进博会一道，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三大标志
性展会平台。
　　三极光电今年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公司
合伙人胡尚雨告诉记者：“虽然我们是一家年
轻的企业，但首次参展，组委会就把我们安排
在成就展，足见服贸会对新技术、新业态的高
度重视。”今年他们带来的展品是“全息浮动
显示”成像系统，观众可以裸眼看到四层影像
悬空面前，未来感十足。
　　多家受访企业表示，前来参展不仅看到
这是一个贸易展示交易的平台，更看到服贸
会对新趋势的引领力，以及直观密集地展出
国内外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场景和最新商业
业态，可以更有力地影响行业创新和产业
转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
发展，新兴服务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成就展发布的数据显示，10 年间，中国
新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 9.7%，高出服务贸易
整体增速 3.6 个百分点，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显著优化。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服贸会将引领
我国服务消费趋势，加快消费复苏和升级，为
各国企业积极融入中国服务大市场提供全方
位机遇，为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成就展入口处，一台调酒机器人吸引了
众多观众驻足。只见机器人“调酒师”轻巧灵
活地转动着机械手臂，模仿人类专业调酒师
的操作流程，熟练进行着鸡尾酒分层调制。
　　除了调酒机器人，还有高保真虚拟试妆
服务、超高清裸眼 3D 显示屏、全景 AI 皮肤
检测仪……一系列入选案例展现出新经济、
新消费、新业态驱动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
需潜力。
　　成就展从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不同
侧面呈现出我国服务贸易求新、求变的态势，
彰显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巨大潜力。
　　商务部数据显示，10 年间，中国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速达到 9.3%，占比提
高了 10.3%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
服务分别增长 5.8 倍、3 . 2 倍、2 . 1 倍 和
1.6 倍。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
王东堂表示，服贸会自创立以来，致力于联
通国内外服务市场，一方面推动中国服务

“走出去”，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另
一方面，把国外的优质服务“引进来”，满足

人 民 群 众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推 动 产 业 转 型
升级。

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针对奥密克戎株的新冠疫苗、供应世卫
组织框架下“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
的新冠疫苗、与多国联合生产的新冠疫苗样
品……作为我国科技抗疫的重要力量，国药
集团中国生物在成就展上集中展示了参与疫
苗国际合作、共享科技、共同抗疫方面的代表
成果。
　　“开放合作不仅加快了中国抗疫科研攻
关的速度，而且让更多中国方案造福国人、惠
及世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党委书记朱京津
介绍。
　　在成就展的显示屏上，一个个数字记录
下 1 0 年 来 中 国 服 务 贸 易 推 进 开 放 的 脚
步———
　　 2012 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年均
增长 6.1% ，高出全球增速 3.1 个百分点，连
续 8 年稳居世界第二位；服务业开放水平逐
步提升，利用外资年均增速 10.2% ；建设全
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28 家、服务
外包示范城市 37 家、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
地 112 家……

　　今年服贸会共有 71 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设展办会，7000 余家境内外企业线上
线下参展，展会规模更大，国际化、专业化
水平更高，吸引更多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
头企业参展。透过服贸会这一“窗口”，全球
见证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繁荣发展。
　　开放不停步，合作绘新图。
　　 10 年来，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每年
我国服务业增量居全球第一，服务领域开
放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分别缩减至 31 条和 27
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新
增 22 个开放服务部门，提高了 37 个服务
部门的开放水平……
　　 10 年来，中国服务贸易“朋友圈”不
断扩大：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服务
贸易往来，2021 年中国与金砖国家服务
贸易额合计达 177 亿美元，2021 年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
合计达 1126.5 亿美元……
　　王东堂表示，下一步，中国将统筹推进
服务贸易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建立健全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自
主开放水平，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国际规则
和标准制定，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创造良
好环境。

释 放 市 场 优 势  携 手 合 作 共 赢
从 2022 服贸会成就展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新跨越

　　新华社上海 9 月 2 日电（记者许晓青、
周琳、陈爱平）东海大桥上，车流如梭。这一跨
海通道一头连着临港新片区，另一头则是洋
山深水港。
　　桥面最右侧车道上，数辆集装箱卡车高
速行驶，彼此保持着相同车距，形成整齐队
列。这些集卡正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井然有
序。相关的自动化运营场景，涉及来回 72 公
里的物流环线，涵盖高速公路、码头等。
　　近年来，我国正加快拓展人工智能运用，
赋能实体经济。1 日至 3 日，2022 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类似“东海大桥上跑无
人集卡”这样的解决方案提供商集中参展。
　　“我们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揭榜了
这个创新项目。”上汽友道智途首席执行官王
瑞说，早在 2019 年，公司和监管部门成立联
合项目组，通过多重技术攻关，当年正式启动
全球首次“ 5G+L4 级智能驾驶重卡”示范
运营。
　　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018 年在上海举
办，每年都会面向全球发布多个“揭榜挂帅”

的重大场景，过去 4 届总计发布 30 个，覆盖
交通、制造、医疗、金融、文旅等领域，推动产
业创新发展。
　　两个月前，踏歌智行入选北京国家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秀案例，其“基于 5G
的极寒恶劣环境下矿区无人运输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不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得到实践，还
在新疆、安徽、江西等地的一些矿区，为能源
及矿产开采提供保障。
　　在露天矿区，这一模式总体成本可控甚
至下降 15% 左右，而运输效率提高 20%。多
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踏歌智行创始人
余贵珍教授说，自动驾驶应用场景的不断开
放，为企业创新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技术突破
也伴随订单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建成 5G 基站超过 196
万个。业内人士认为，数字应用从消费领域向
生产领域不断拓展，为人工智能场景开发提
供了前提。
　　与会的科大讯飞提供一组数据显示，
2017 年，讯飞开放平台上仅开放 63 项平台

能力。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讯飞开放
平台已开放 498 项平台能力，在长三角地
区已聚集超过 77 万支开发者团队，总应用
数超过 36.5 万个，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持
续构建。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无人驾驶、
工业生产、特殊救援、医疗诊断及手术等领
域，智能化解决方案都在升级。与产业发展
相匹配，人工智能相关的可信度研究及标
准体系制定也提上日程。
　　 1 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的

《可信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报告》说，全
球可信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向好。报告注意
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开
始注重人工智能监管向立法执法拓展。中
国侧重聚焦人工智能的稳定性和隐私保护
问题，同时可解释性、公平性等研究也正逐
步开展。行业组织、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推
进，全力打造可信 AI 标准体系。
　　该报告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相
关产学研单位共同发布。报告认为，可信人

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中国加快形成。可信人
工智能伦理、法律研究进一步深入，在硬件、
技术、应用及支撑体系等层面蓬勃发展，形
成兼顾稳定性、可解释性、隐私保护和公平
性，涵盖基础硬件、技术平台、产品设备、应
用场景等多元化产业生态。
　　从产品与设备方面看，目前已逐步进入
机器人、汽车、医疗器械、智能终端、增强现
实和虚拟现实。
　　在设备等领域，以“安全专网”“地图引
擎”“终端感知”等形式，打造兼具稳定性、合
规性、可解释性等特征的功能体系。在应用
场景方面，目前已涌现出面向隐私安全保
护、风险识别与控制、数据传输与共享等领
域的诸多案例，并已在金融、医药、教育、制
造等环节深入开展商业化应用，加速全产业
链的可信生态形成。
　　报告展望了可信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前景，
认为“将向着形成产业共识、突出理念落地、优
化技术布局、注重动态平衡、强化多元主体发
展”。  （参与采写：龚雯、王婧媛、黄安琪）

我国拓展人工智能运用赋能实体经济

  （上接 1 版）蛟视智能的快速突破，得益
于数字化的赋能。像蛟视智能这样年轻的智
力密集型科创企业遍布苏州，成为以数字化
重塑传统产业的生力军。
　　从阳澄湖到太湖，苏州的激光产业正不
断发展壮大。苏州太湖光子中心于近期启动
建设，启动仪式成了产业集群发展研讨会。
20 位院士、专家受聘成为光子产业集群的顾
问，最高 2 亿元的奖励政策发布，相关产业
投资基金成立，一批相关项目签约落地。
　　以有形的载体为中心，集聚项目、人才、
资金、政策、科研机构、科创载体等各类创新
要素，苏州正整合数以百计的激光产业企业，
做大做强产业链条，打造千亿级的光子产业
集群。这类以数字赋能为基础的创新产业集

群，正是苏州近年来着力培育的创新发展
形态。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虞伟说，
苏州正努力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先进材料等主导产业，建设数字经济时代
的产业创新集群，将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庞大
的工业产值转变为高水平的制造业体系、高
质量的工业增加值。

一体化融合开辟发展新空间

　　苏州姑苏区与相城区之间，一段 2 公里
的隧道，要穿沪宁城际、京沪两条高铁，施工
造成的累计沉降要控制在 2 毫米以内，施工
周期将持续 4 年。当地正全力推进，力争能

提前半年通车。
　　苏州正打造 45 分钟市域交通圈，实
现主城区和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主要
功能中心间 45 分钟可达。同时，建设环太
湖科创圈、吴淞江科创带，进行空间缝合、
资源整合。
　　苏州工业园区正在与其他区县毗邻处
规划建设两个城区副中心，挖掘存量增长
空间。昆山与太仓共建的协同发展区里，已
经集聚规上企业 70 多家。苏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副局长严新东认为，国土开发
强度超高的苏州，正进行空间重构、资源重
组、品质重塑，努力把十个区县拧成一股
绳，向融合发展要效益。
　　推动市内全域一体化是为更好融入区

域一体化。近期，航空企业穆格工业控制（苏
州）有限公司在太仓奠基。明年初，穆格的研
发和制造基地将从上海浦东搬到这里，既融
入太仓高效的航空产业集群，又享受与上海
同城化的多种便利。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
融合，让沪苏协同发展的效益越发彰显。
　　在最新的苏州国土空间规划图上，以张
家港至吴江一线为弓体，以太湖沿岸为弓
弦，以高新区至太仓一线为箭杆，苏州各区
县凝成一张拉满的弓，以蓄势勃发的姿态融
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
　　苏州市有关负责人说，苏州将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守好底线、稳定发展，
努力挑重担、扛重责。
          （本报记者杨绍功）

　　新华社杭州 9 月 2 日电
（记者殷晓圣、方问禹）8 月
28 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
的华东国际珠宝城显得“珠
光宝气”，灯光照射着来往的
客户、电商直播间和各色珍
珠。这里是全球淡水珍珠交
易中心，不少电商主播、代购
商赶来参加 2022 世界珍珠
大会。
　　今年，诸暨珍珠产业在疫
情中逆势上扬，订单实现稳定
增长。上半年，山下湖镇淡水
珍 珠 线 上 线 下 销 售 总 额 达
220 亿元，村均经营性收入达
169 万元。1 月至 6 月，小镇
新增市场主体 250 余家，新
增工业规上企业 2 家，华东
国际珠宝城人流量同比翻番，
招 租 率 从 不 足 6 5 % 上 升 至
100% 。
　　随着珍珠产业的兴旺，造
访“珍珠小镇”的游客年均增长
超过 30%，今年上半年小镇游
客人数达 20 万人次。
　　浙江省诸暨市是淡水珍
珠养殖和工贸基地，年产量占
全 国 8 0 % 以 上 、占 全 球 约
70% ，有 5600 多家市场主体
从事珍珠产业。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当地珍珠产业销售
额 从 不 足 百 亿 元 跃 升 至 近
400 亿元，加速迈向高质量
发展。
　　直播讲解、对接客户、组织
发货，珍珠商户何凌峰忙得不
可开交。过去，他陪着父亲在市
场里等客上门，眼看线下销量
逐年下滑，2018 年他和爱人
林益坤试水电商直播。2021
年，他们的店铺成为电商直播
平台销量佼佼者。
　　“直播间的消费者买裸珠
回去加工不方便，商户们就从
卖裸珠转向卖珠宝，加入自己
的原创设计，打出品牌。”何凌
峰告诉记者，起初当地商户主
要做原珠批发，利润不高。随着
电商直播兴起，客户日益多元
化的需求推动企业走上研发设计和品牌培育的高附
加值道路。
　　“过去 10 年，由于养殖规模逐渐缩小，养殖技
术转型升级后珍珠品质不断提升，加之电商直播兴
起，山下湖珍珠的原珠价格上涨近 10 倍。”浙江阮
仕珍珠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阮铁军说，从做低附加
值的原珠批发，到积淀工艺、研发设计，再到品牌培
育、接入电商直播，诸暨珍珠产业在转型升级中逐步
做大做强。
　　 2018 年以来，在销售渠道变革，以及 2020 年
全球疫情等因素影响下，诸暨珍珠产业经历了又一
次“凤凰涅槃”。
　　华东国际珠宝城负责人鲁丹萍告诉记者，电商
直播兴起时，企业立足比较优势，主动对接电商平台
打造官方珠宝直播基地，快速形成了电商销售、产品
检测、物流配送等全链条服务模式，订单量和利润进
一步提升。
　　“专注与创新缺一不可。”诸暨市山下湖镇党委
书记余灵君坦言，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驱动这座“珍
珠小镇”产业不断升级。
　　早年，我国人工养殖的淡水珍珠都是无核珍珠，
普遍存在珠径小、正圆率低、颜色单一等问题，价格
只有海水珍珠的十分之一。而备受国际市场青睐的
海水珍珠则是有核珍珠，即通过人工手段将贝壳制
成的珠核放入蚌中。海水珍珠的珠径普遍较大，在 9
毫米以上，而淡水珍珠则鲜少超过这一规格，秘诀就
在这珠核之中。
　　“当时我国淡水珍珠产量占全球百分之七八十，
但产值却只占到 30%，前途在哪？”浙江东方神州珍
珠集团董事长詹伟建决心要通过养殖技术革新，提
升淡水珍珠的品质和价值。
　　 2004 年起，詹伟建带领当地有技术的养珠
人一起，探索淡水有核珍珠培育。经过多年研发培
育，高品质淡水有核珍珠于 2012 年实现批量
上市。
　　这款淡水有核珍珠的珠径普遍在 9 毫米至 20
毫米，正圆率高且光泽、色彩不输海水珍珠，价格却
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此后，越来越多的养珠人探索
培育淡水有核珍珠，也推动我国淡水有核珍珠在国
际珍珠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之后，诸暨珍珠产业又历经生态转型。浙江
清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当地企业联合技术攻
坚，以管道输送微生物饵料代替直接在水体中投
肥，当地政府制定、推广技术规范，驱动养殖模式
实现绿色转型。目前，诸暨珍珠养殖区域水质达
到Ⅳ类以上，每亩养殖河蚌密度由千余只提高至
6000 只。
　　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诸
暨珍珠企业参与起草 10 余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掌握数十项国家专利；有多家企业、多个品牌位居全
球珍珠行业前列。
　 　 诸 暨 陆 续 投 入 运 营 珍 珠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中
心，以及珍珠产业创新综合服务体、珍珠产业工
程师协同创新中心等 7 个浙江省级科创平台，
推动科技成果就地交易、转化和应用，提升产业
附加值。
　　近 10 年来，经历品种升级、绿色养殖、线上线
下立体化销售等 3 次转型，诸暨珍珠产业实现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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