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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8日，《中国贸易报》记者从中国
贸促会 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去年
以来，中国贸促会作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投
资促进机构，在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高质
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效。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示，
2023年我国在自贸协定谈判和签署方面创
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新签自贸协定数量达
到4个。在这期间，中国贸促会为推动自贸
协定高质量实施推广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是加强智库建设，组建高水平自贸
协定智库研究团队，赴重点地区，选取重
点行业产业，深入调查RCEP等自贸协定
生效实施的经济效应以及对我国产业转
型升级的影响，发布《RCEP 实施的经济
效应评估报告》《自由贸易协定商务应用
指南》《在 RCEP 框架下与中国开展经贸
往来指南》（英文版）等系列研究成果。

二是加强案例指导，面向全国征集评
选 60 项自贸协定推广及应用优秀案例。
其中，企业 FTA经典实践案例 30项、贸促
及有关机构服务 FTA 高质量实施推广示
范案例 30 项，为企业享惠提供最便捷实
用的“工具书”。

三是加强咨询服务，充分发挥贸企
通、贸法通、FTA 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作
用，从原材料来源优选、供应链优化、关税
成本节约等维度，为企业量身定制“最优
享惠组合”，开拓企业用足用好自贸协定

政策红利思路。
四是加强宣传培训，举办促进贸易高

质量发展暨 RCEP 等自贸协定推广论坛
等经贸活动，在湖南、山东、福建、天津举
办自贸协定政策解读系列培训，67个自贸
协定地方服务中心举办培训 100 余场，惠
及各类企业数万余人。

2023 年，中国贸促会通过问卷调查、
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对在韩中资
企业开展深入调研，编写完成《韩国营商
环境报告 2023》。该报告显示，2023 年中
资企业在韩国总体经营情况较好，56.3%
的受访企业表示实现盈利，分别有 48.2%
和 42.2%的受访企业表示营收和利润实现
增长。

杨帆表示，中韩经济联系密切，产业
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中国企业高度重视在
韩国的投资经营。“受访中资企业对韩国
营商环境表达了五方面期待。一是降低
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壁垒；二是提高涉企政
策法规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三是加大对在
韩外资企业支持力度，保障外资企业平等
享受支持政策；四是持续优化外资企业在
韩用工环境；五是加强同中国在数字经
济、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创新
合作。”杨帆介绍。

为了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中
外企业务实合作，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
大力开展“千团出海”行动，计划组织超过

1000 批次企业团组赴海外参展办展和考
察洽谈。

据杨帆介绍，年初以来，中国贸促会
已经组织多批次中国企业家出海访问。1
月 28日至 2月 6日，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
斌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日本。这是中国工商界今年首次
集体出访，也是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
与国外对口机构、企业开展的机制性经贸
交流活动。

据悉，此次出访共组织洽谈对接、企
业座谈、城市推介等活动 100 多场次，签
署合作备忘录、意向合作协议等 50 多
项。其间，举办了第 16 届中国—马来西
亚联合商务理事会年度会议暨庆祝中马
建交 50 周年经贸合作论坛、第二届中新
商务理事会会议、2024年中新经济合作论
坛、中日经济界对话会等系列经贸活动，
举行了 2025 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开
工仪式。此外，还组织了多场第二届链博
会路演推介，签署多个参展意向书。

“近期，我们正在积极筹备赴欧洲、中
亚、大洋洲等多个企业出访团组，为中外
企业互利合作牵线搭桥。”杨帆说。

今年 2 月，2024 年 APEC 工商咨询理
事会（ABAC）第一次会议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举行。中国贸促会派员参会并积极
组织ABAC中国代表与会讨论，充分表达
关切诉求，广泛汇聚合作共识，取得多项

成果。
一是成功实现中美双方首次以联合

陈述方式提出“增强 APEC 供应链韧性”
联合提案，围绕亚太工商界供应链合作
共同发声，积极响应和落实中美两国元
首旧金山会晤共识，产生良好的示范效
应。同时，充分宣介链博会在加强亚太
供应链合作中的平台作用，邀请各国工
商界积极参与第二届链博会，得到与会
代表一致支持。

二是深度参与 ABAC 关于 WTO 第
13届部长级会议的声明等文件磋商工作，
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贸组织
法律框架等我重要主张写入声明，为推动
WTO 第 13 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
贡献亚太工商界力量。

三是推动 ABAC 中国代表充分利用
主持可持续增长工作组会议的契机，引导
与会代表就能源转型、碳核算、低碳经济
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巩固了
中方在亚太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引领作用。

“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
ABAC 中国秘书处职能，积极组织 ABAC
中国代表深入参与全年会议，认真做好
ABAC 致领导人信函等重要文件起草和
磋商工作，围绕亚太供应链合作、绿色发
展、数字化转型等议题研提更多中国方案
和中国倡议，推动亚太工商合作取得更多
务实成果。”杨帆说。

中国贸促会推动高质量发展建新功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世界贸易组织第13届部长
级会议（MC13）于 2 月 26 日至
29 日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举
行，多国经济、贸易和发展部长
以及全球经济和贸易组织的代
表与会。在 MC13 召开前夕，
123 个世贸组织成员在阿布扎
比召开投资便利化专题部长会
议，宣布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
投资便利化协定》。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
定》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
该议题由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
家于 2017 年牵头发起，于 2020
年9月正式进入案文谈判阶段，
并于 2023 年 7 月结束文本谈
判。目前协定参加方已达到世
贸组织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三。

“此次达成《促进发展的投
资便利化协定》意义重大，这意味
着在WTO规则体系中多了一个
诸边协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家（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国
WTO研究院研究员周念利在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尤其是在如今世界宏观经济
包括贸易等受挫的背景下，协定
的达成更是有着特殊意义，有利
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
示，《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
定》有望帮助加入协定的成员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推动经
济增长、提高生产率、创造就业
以及融入全球供应链。她强
调，该协定将使全球经济更具
韧性和包容性。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
的达成是多边主义的又一次重
要胜利，是推动多边贸易体制
普惠包容发展的实践范例。这
也体现了世贸组织规则体系的
创新和发展，证明世贸组织有
能力推动自身改革朝着正确方
向前进。中方愿与各参加方一
道，推动尚未加入的成员尽快
加入该协定，支持将该协定纳
入世贸组织法律体系。

周念利表示，对于达成《促
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中
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导者、
推动者和贡献者。记者了解
到，多边投资谈判一直是全球
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的难点问
题。为落实2016年二十国集团
（G20）杭州峰会达成的《二十国
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中国
在世贸组织设置并发起了投资
便利化议题。在谈判过程中，
中方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和全面
深化改革实践，先后提出 15 份
正式提案，涵盖所有投资便利
化规则领域，以中国方案引领
高标准国际规则构建。在谈判
关键阶段，中方多次就谈判难
点问题提出务实解决方案，发
挥促谈促和促成关键作用。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
定》共包括7个章节45个条款，其
主体纪律主要包括提高投资措
施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简化和
加快行政审批程序、促进可持续
投资等。协定参加方涵盖欧盟、

日本、加拿大、巴西、印度尼西亚
和尼日利亚等120多个世贸组织
成员，覆盖多数中国投资较多的
欧洲、南美、亚洲和非洲国家。

“《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
协定》将简化参加方投资审批程
序，提升投资审批效率，为我国
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更多保障，将
对我国企业走出去产生积极影
响。”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
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
院执行院长姚为群表示，投资议
题一般包括4方面内容，分别为
投资便利、投资自由、投资促进、
投资保护。其中投资便利则是
从能让世贸组织中广大发展中

成员接受的一个角度切入，这是
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将来把协
定扩大到投资自由、投资促进和
投资保护上。

对于MC13成果预期，周念
利认为，关于电子传输免关税的
延长，尽管印度有一些不同的声
音，但仍有希望。周念利正在阿
布扎比，她告诉记者，现在有一
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世贸组织总
干事呼吁大家灵活安排行程，会
议可能会延期。既然延期的话，
还是存在达成一些共识的可能
性和机会。此外，在MC13开幕
式上，科摩罗和东帝汶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使世贸组织成员
总数增加到166个。

“这是多边主义的又一次重要胜利”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本报讯（记者 钱颜）我国《专利法》已正
式实施近 40年，作为中国最早开展涉外商标
和专利代理的机构之一，近年来，中国贸促会
在知识产权服务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在2月28日中国贸促会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对贸促
会做精做优知识产权服务的主要工作进行了
介绍。

一是助力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和
布局再创佳绩。中国贸促会所属的专利商标
事务所（以下简称“专商所”）和中国专利代理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专公司”）被誉
为中国知识产权代理界“排头兵”“国家队”。
专商所代理中国企业在国外提交专利申请量
同 比 增 长 19.11% ，商 标 申 请 量 同 比 增 长
25.2%。港专公司提交相关专利申请量同比
增长 6.43%。二是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再立新
功，承办多起复杂的涉外知识产权维权案件，
帮助企业维护合法权益。三是深度参与全球
知识产权治理再谱新篇，深度参与国际保护
知识产权协会、国际商标协会等国际组织工
作，目前正全力筹备 2024 年 AIPPI 杭州世界
知识产权大会。四是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效能
再上台阶，在首届链博会设立知识产权服务
工作站，实现参展企业首次在国内展会现场
申请知识产权。五是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
再开新局，举办首届全球工商法治大会。

“下一步，我们将持之以恒强化知识产权服
务，做优专利商标申请业务，支持企业海外知识
产权布局和维权，拓展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为建
设知识产权强国作出更大贡献。”杨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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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中国贸促会做优知识产权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凡）《首届中
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传播影响
力报告》在中国贸促会 2月 28日举
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报告
显示，首届链博会传播热度高、舆论
声量强、影响范围广、评价反响好，
实现参展企业报道全覆盖。

报告显示，在传播趋势方面，展
前预热、展中高热、展后热度持续的
特点明显。在舆论热词方面，“合作
共赢”“合作链”“共赢链”“链通世
界”等词获较多关注。

报告显示，展会期间相关报道
信息达17.35万篇（条），涵盖境内外

各类媒体近 3000 家。境外相关报
道 7328篇，覆盖 24种语言、95个国
家（地区）、1774 家媒体，累计触达
近116亿人次。数十个热点话题频
登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网易、百度
热搜榜。首届链博会515家参展企
业和机构均获媒体关注和报道，其
中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和清洁
能源链最受舆论关注，报道量均达
35000篇（条）以上。

舆论认为，首届链博会具有开
创意义，是一届高标准、高质量、高
水平的全球经贸盛会，真正让供应
链成为国际合作“共赢链”。

2月27日，在2024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位于北京梅地亚中心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图为全国两会新闻中
心新闻发布厅。 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首届链博会传播影响力报告发布

“调研一圈，发现当前国际市场潜力大、机
会多，我们自主品牌汽车更要牢牢把握机遇，把
国际化作为下一步发展极其重要的新增长点。”
龙年春节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冯兴亚刚风尘
仆仆从东欧国家考察回到广州，带着鲜活的国
际一线市场观察和思考。

冯兴亚是广汽集团总经理，在汽车行业扎
根 30余年，见证了我国汽车产业从起步到壮
大、从跟随到赶超的峥嵘历程。2023年，冯兴
亚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冯兴亚坦言，多了一重代表身份，责任也更
大了。“既要立足企业思考问题，更要跳出单个
企业的局限，思考调研行业的事情，为破解行业
共性难题、助力汽车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
量。”他说。

调研，是履职的基础。冯兴亚深入泰国、墨
西哥、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国际市场调研，也走
访北京、广州、兰州、太原等国内多地的工厂、经
销商、汽车产业上下游企业，将市场调研与履职
调研结合起来，把脉汽车产业发展遇到的痛点
难点。

在冯兴亚看来，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
强国，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是两大发展
方向。这也是他履职建言重点关注的领域。

他调研发现，“补电难”是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难点。我国换电模式还处在起步阶段，换电
站建设成本高、电池标准规格不一、资源共享缺
乏基础等问题有待解决。

走访超快充中心、能源公司、广汽研究院等
地，并组织多场专家研讨后，冯兴亚在去年全国
两会上建议，加快全国换电模式推广的整体布
局，出台支持换电模式发展的政策举措；同时开
展公共领域车辆换电试点，推动汽车电池全面
标准化快速落地。该建议得到工信部的重视和
答复，并推动制定换电领域多项标准出台。

以无人驾驶为代表的智能网联技术为全
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冯兴亚介
绍，企业技术创新突飞猛进。然而，走访调研多
家无人驾驶汽车企业，他发现，相关政策配套却
落后于技术与产业发展。哪些道路允许无人驾
驶车辆通行？无人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责
任谁来承担？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和上路运
营相关立法缺失，这些问题还未明晰统一。

为此，他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加快
推动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运营统一立法的建议，该建议
得到相关部门的答复。他还欣喜地看到，智能网联汽车
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已开展，行业的发展信心和动
力更足。

2023年，我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大汽车出口国。冯兴亚说，汽车出口是我国未来汽车产
业增量的重要倚靠，但现阶段还存在出口全流程运行机
制尚需优化、汽车出口配套支持措施仍有不足等问题，以
及未来可能出现碳足迹溯源等挑战，都需要行业共同应
对以及前瞻性布局。

2023年，我国还迎来第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新
的里程碑，新能源汽车迈入规模化、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在冯兴亚看来，汽车芯片自主可控能力、动力电
池的相关标准不统一等痛点和障碍，也需要尽快解决。

对于即将召开的2024年全国两会，冯兴亚说，今年
将继续围绕汽车出口，促进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以及芯片等领域提出建议。

（新华社记者 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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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东洋）应中国贸促会邀
请，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
克、美国前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等率团于 2
月27日至29日访华。访问期间，代表团同在
华美资企业及有关行业协会举行座谈，并拜会
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

“克拉克此访旨在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界
合作，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及营商环境最新情
况，这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
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中国贸促会新闻发
言人杨帆 2月 28日在 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2月27日，中国贸促会为美国商会访华团
举行工作午宴。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与克
拉克一行深入交流，北京、浙江、河南贸促机构
负责人和中方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任鸿斌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美国商会加
强沟通联系，认真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重
要共识，更好发挥商协会和贸促机构作用，在
组织团组互访、举办展会论坛、推进信息共享
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为中美经贸关系
不断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克拉克表示，中国是美国企业极为看重的
市场，美国商会愿继续发挥自身作用，支持美
国企业在华兴业，持续深化两国工商界务实交
流，推动美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持续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