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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月 18 日电（记者王嘉伟、
黄浩铭、郭轶凡）第 1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日前在广西南
宁开幕。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以东博会为窗
口，外界见证中国—东盟合作不断释放活力、
结出硕果。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的第一年，中国和东盟贸
易和投资合作迎来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
注入新动能。

平台魅力日益凸显

　　自 2004 年成功举办以来，东博会日益
成为中国与东盟间的重要对话合作平台。本
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 10.2 万平方米，首次
设立东盟和 RCEP 精品展区，吸引 1600 多
家企业现场参展，约 2000 家企业“云”参展，
充分发挥出交流平台与对话窗口的作用。
　　走进展厅，各国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展位
前人头攒动。“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博会，展
会现场非常热闹！”从事护肤品贸易的菲律宾
商人卡罗琳希望通过进博会、服贸会、东博会
等平台，将菲律宾优质产品介绍给中国消
费者。
　　泰国广西总会副主席陈良军表示，从首
届东博会开始，该协会每年都组织泰国企业

参展。东博会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中
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与发展注入了 驱
动力。
　　马来西亚是今年东博会主题国，参会
企业涉及食品饮料、保健、石油和天然气等
多个领域。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首席
执行官穆斯塔法日前表示，尽管新冠疫情
还在肆虐，马来西亚企业仍踊跃参加本届
东博会，期待与中国企业建立密切和长期
的业务关系。
　　 18 年来，在联通区域、促进合作方
面，东博会的平台魅力日益凸显，迄今共吸
引约 101.5 万名客商参会，为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助力。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东博会对于加
强本地区企业、贸易商和投资者之间的商
业网络和区域互联互通至关重要。”

RCEP 红利共振

　　 18 年来，东博会始终围绕推动中
国—东盟友好合作的宗旨，致力于搭建平
台、畅通渠道、增进交流、拓展合作，并在
RCEP 政策效应下不断激发合作活力。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
局之年，也是 RCEP 生效实施的第一年。

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RCEP 新机遇，助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为主题，各
方签订的合作项目远多于 2021 年。
　　 RCEP 生效实施以来，互联互通持续
推进，贸易红利不断释放，经贸投资提质升
级。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 8 个
月，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14% 。同
期，中国与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进出
口同比增长 7.5%。
　　“ RCEP 所取得的成效是实实在在
的。”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理事长垣内隆在
参加东博会相关活动时表示，RCEP 是振
兴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
　　仅今年 1 月至 4 月，泰国出口商在
RCEP 框架下申请原产地证书总值就达
2.04 亿美元；利用 RCEP 优惠政策进口方
面，泰国进口货物总值超过 7000 万美元。
　　泰国法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阿颂西
认为，RCEP 成员国分享优惠政策红利，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经贸和投资增
长，展现出 RCEP 带来的务实合作成果。

区域合作成效显著

　　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平台，东博会和
峰会历年来共举办涉及互联互通、产能、海

关、金融等 40 多个领域的高层论坛，促成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信息港、
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等一批项目落
地，见证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中国和东
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RCEP 生效实施
等标志性成就。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不
仅激发更大发展潜力，而且为区域经济一
体化注入新动能。
　　三菱商事东亚总代表中塚润一郎表
示，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 RCEP 成员国
的进出口额持续增长，显现出区域经济发
展的韧性和 RCEP 对巩固区域供应链的
积极作用。
　　新加坡太平船务集团执行主席张松声
认为，RCEP 成员国产业互补性强，有助
于扩大亚太区域间贸易合作，提升区域产
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开放水平。
RCEP 也将成为增进国际经贸往来的关键
推动力。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
海良向记者表示，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在东盟国家落地到 RCEP 生效，东博会见
证了中国与东盟关系逐步成为亚太区域合
作中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参与记者：毛鹏飞、程睿泽、王亚光）

中国—东盟合作结硕果 RCEP 开启合作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辛欣、
刘夏村）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
国新办 9 月 15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工信部将推动建立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协调机制，
完善支持政策，优化配套环境，完
善监管方式，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国新办 15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与稳定工作情况及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筹备情况。
　　辛国斌在回答会上记者提问
时表示，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近年
来，我国顺应汽车产业变革趋势，
统筹推进技术创新，加力引导应
用消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
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在电
池、电机、电控等核心关键领域实
现了一些突破，整车的正向研发
体系基本形成。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达到 397 万辆和 386 万辆，市
场占有率达到 22.9% ，为全球新
能源汽车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辛国斌说，也要看到，新能源
汽车目前成为一个风口行业，在
部分地方确实存在盲目投资、重
复建设的情况，但这些问题是发
展中的问题，随着产业的成长、成
熟，会逐步得到解决。工信部将加
强统筹协调，完善支持政策，支持
关键技术创新突破，提升关键资
源保障能力，优化“双积分”管理
办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在完善监管方式方面，他表
示，工信部将进一步细化法规和
管理要求，持续完善标准体系，加
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监管，开展
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推
动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
司司长黄利斌 9 月 16 日表示，
将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强化
电池流向管理。
　　黄利斌是在 16 日工信部举行
的“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动力电池退役量逐年上升。做
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对于保护
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
障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实施一
系列政策，强化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监测，探索多元
化回收利用模式。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190 余家汽车
生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企业在全国设立了 10235 个
回收服务网点。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动力电池回收相关
企业达 3.85 万家。
　　黄利斌表示，目前已探索形成“梯次电池以租代售”

“废料换原材料”等一批新型商业模式。工信部将加快研究
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加大退役
电池柔性拆解、高效再生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
力度，同时，加快出台一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持续实施
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实行“有进有出”的
动态调整机制，培育壮大梯次和再生利用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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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再过不到 50 天，第五届进博会将在上
海如期召开。目前，进博会企业商业展招展工作已经完
成，参展的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 280 家。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会议中心副总经理王旭宏自
今年六月开始，就和会议中心的同事们进入了“冲刺时
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见证了中外来宾共襄贸易盛举、共
享美好未来。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这激励我们拿出最
好的状态，服务好第五届进博会这一场重大的主场外交
活动。”王旭宏说。
　　位于浦东张江科学城的张江科学会堂，9 月刚启用
就迎来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这里还将面向全球
前沿科创力量，搭建交流、交锋、交汇的平台，成为浦东
乃至上海的科创新地标。
　　 2018 年 11 月，面对张江科学城的科技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
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如今，在张江科学城这片沃
土上，先后“长出”了约 2.3 万家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800 余家。包括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先导产业在内，
登陆科创板的张江企业数量超过 30 家，位居全国前列。
　　“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是党中央赋予
上海的战略使命。迎接党的二十大，我们要进一步彰显引领
区的速度、拿出引领区的作为。”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强说。
　　经济发展的活力要强，城市治理的“底盘”要稳。中
心城区成片旧改宣告收官、黄浦江和苏州河公共岸线贯
通开放……愈加幸福的生活，让上海干部群众对即将召
开的党的二十大更加期待。
　　最近，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
内，又一幢居民楼的加装电梯工程正进入收尾阶段，将
帮助不少老龄居民解决出行困难。
　　“坚持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多方协同，我们想方设
法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条件、造福居民。” 新福康里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魏瑛刚刚参加了上海深化推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会议。她说：“我们热切期
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们也一定会把党的好政策落
实在社区里，持续推进社区微更新、养老等一项项民心
工程，让社区居民生活更安心、更舒心！”

  ▲ 9 月 1 8 日，观众在东博会“一带一路”展区品尝法国红酒。
正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 1 9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带一路”
国际展区商品荟萃，吸引众多消费者参观选购。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东博会上的“一带一路”国际展区

　　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记者魏玉
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3
年至 202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 6.6% ，高于同期世界 2.6% 和发
展中经济体 3.7% 的平均增长水平；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居世
界第一。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
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 ，比 2012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稳
居世界第二位。2021 年，我国人均 GDP
达 80976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2012 年增
长 69.7%，年均增长 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家建

设 取 得 新 进 展 。我 国 研 发 经 费 总 量 在
2013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
经费投入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
示 ，我 国 在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中 的 排 名 由
2012 年的第 34 位跃升至 2021 年的第
12 位。
　　协调发展步伐稳健，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2021 年，制造业增加值达 31.4 万亿
元，比 2012 年实际增长 74.3%。2021 年，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 ，比 2012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是
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加快形成。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7.5% ，

比 2015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累计造林总面积约 5944 万
公顷。
　　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面开放新
格局加快形成。2020 年，我国货物和服务
贸易总额达 5.3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1 年，货物和
服务贸易总额达 6.9 万亿美元，继续保持
世界第一。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现行贫困标准下，
2013 年至 202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
计减少 9899 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
1.3 个百分点。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就
业人员稳定在 7.4 亿人以上。

近十年我国 GDP 年均增长 6.6%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 3 0%

　　新华社乌鲁
木齐 9 月 17 日
电（记者刘兵、郝
玉、顾煜）千百年
来，在地处亚欧
腹地的新疆，驼
铃声声伴随着往
来商队穿越大漠
戈壁，将中国与
亚欧各国经济、
文化紧密相连。
如今，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不断
深入推进，这条
曾以驼队为主要
运载工具的古丝
绸之路，依托集
铁路、公路、航空
为一体的现代立
体交通网络，再
次迸发出生机与
活力，新疆作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的枢纽地
位日益显现。
　　“死亡之海”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百里风区、帕
米尔高原……这

些曾给往来商旅带来无尽苦难的新疆复杂地
理环境正逐步被现代交通“驯服”：蜿蜒上千
公里、跨越中国和巴基斯坦崇山峻岭的喀喇
昆仑公路，见证中巴友谊之手越牵越紧；以兰
新铁路和兰新高铁线为主通道、临河至哈密
铁路为北通道、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为南通
道的多条铁路，正让“进出疆快起来”成为现
实；首个高高原机场——— 塔什库尔干红其拉
甫机场通航在即，帕米尔高原将与世界架起

“空中桥梁”……
　　十年来，新疆交通建设迎来历史上投资
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布数据显示，仅今年 1-
8 月，全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就达 518.38 亿
元，同比增长 15.3% 。穿越“死亡之海”的
S254 线尉犁至且末公路、依吞布拉克至若羌
高速公路等一大批交通项目相继建成通车，
新疆正加速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格局。
　　作为我国西北最大的陆路口岸，阿拉山
口口岸目前通行中欧班列线路达 91 条，有
力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
来及共同发展。
　　据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介
绍，今年前 8 个月，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达 8701
列，通达欧亚 19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货物经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出境，约一周便能抵达俄
罗斯莫斯科州谢利亚季诺站；从霍尔果斯口
岸通关发车至欧洲重要分拨枢纽——— 波兰马
拉舍维奇铁路站，全程只需要 10-15 日。
　　新疆还充分利用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区
位优势，不断“织密”空中航线。眼下，新疆已
基本形成以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为枢纽、以支
线机场为支撑的多层次、多功能航空运输体
系；投入使用 24 个民用机场。今年以来，新
疆多地陆续恢复国际货运航线，航空口岸国
际货运包机快速增长；南航从 7 月起恢复 3
条乌鲁木齐往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
客运航线。从乌鲁木齐始发的国际客运航线
已达 26 条。
　　如今，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立体交
通网络在新疆逐渐形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交流交往提供了便利。未来，从西北边陲
变身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的新疆，将继续把
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
局，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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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 月 17 日电（记者魏玉
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据世
界银行数据，201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
首次超过美国，之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
一；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
份额达 28.5% ，较 2012 年提升 6.2 个百
分点，在全球工业经济增长中的驱动作用
进一步增强。
　　根据报告，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稳步改

善，工业经济展现强大韧性。2021 年，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8
万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37.7%，年均增长
3.6% ；实现利润总额 8.7 万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40.7%，年均增长 3.9%。
　　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模式持续转
变。2013 年至 2021 年，装备制造业和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9.2% 和
11.6% ，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2.4
和 4.8 个百分点。利润增长结构进一步优

化。2021 年，装备制造业实现利润占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为
32.1% ，比 2012 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高
技术制造业实现利润占比为 20.8% ，比
2012 年上升 10.7 个百分点。
　　工业新兴产品快速增长。2021 年，工
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36.6 万台，比上年增长
67.9% 。居民消费升级为新兴产品带来广
阔市场和光明前景。2021 年，新能源汽车
产量达 368 万辆，比上年增长 145.6%。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