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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广东推介会暨签约仪式4月30日在广
东省广州市举行。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圣
丰集团有限公司等 21 家企业现场签
约。截至目前，第二届链博会已有超过
230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外资
企业占比超过20%。

作为中国贸促会主办的全球首个
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
坚持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
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的办展理
念。今年11月26日至30日，第二届链
博会将于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
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先进制
造链、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链、数字科
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六大链条
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同时，举办专题论
坛和招商推介、供需对接、新品发布等配
套活动。

在本次推介会现场，中国贸促会会
长任鸿斌表示，举办链博会是中国政府
坚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向的重要
举措。链博会为国际工商界加强产业链
供应链交流合作搭建了全新的开放平
台，是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链博
会的举办，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富有韧性的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决心和作为。
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胜

荣介绍，为呈现一届更高水平的链博会，
中国贸促会坚持国内国外联动，招商招
展同步，动员全国贸促系统省市、县
1182个分支机构、32个驻外代表处和
139个使领馆、393个贸促会对外合作机
构，齐心协力投入到第二届展会的筹备
工作中。中国贸促会还利用“千团出海”
等机会，赶赴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西
班牙、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11个国家进行宣介。“一大批海外企业
纷纷到现场了解情况、现场签约，很多商
协会机构也表示将组织高级别的代表团
和企业团来链博会现场参观、采购。”邬
胜荣说。

记者了解到，去年举办的首届链博
会，共吸引了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
515家企业前来参展。观展总人数超
过15万人次。其中，专业观众数量超
过8万人次。首届链博会共签署合作
协议200余个，涉及金额1500多亿元人
民币。

在此期间，广东省积极组织53家
企业参展，组成了参展面积最大、链条
最齐全、活动最丰富的“省级代表团”。
包括广药集团、比亚迪、欣旺达、TCL、
希音等多家参展企业，与超1.5万人次

专业观展商和采购商洽谈合作，达成一
批合作协议，彰显广东企业在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上的创新实力和良好形象。

作为首届链博会的参展企业代表，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黎洪表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全球
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产物，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
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正经历调整与重构，世界经济面临
多种风险挑战，链博会作为全球首个以
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各方创
造了一个加强沟通、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的国际化平台。

据黎洪介绍，广药集团今年将携旗

下名优产品再次参展链博会。“我们希望
通过链博会的平台进一步树立品牌形
象，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
多客商深入了解广药集团的优势产品和
整体实力，以‘链’会友，积极拓展国际朋
友圈。”同时，他也期待着能与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加强交流合作，
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潜力、更可持续的医
药健康产业供应新生态。

广东卓志供应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洪志权表示，在首届链博会上，“链
主”带动“链属”共同参展的比例很高。这
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卓志因此提出联动
客户、合作伙伴共同加快对数据价值的
深度挖掘，推动要素融合，做强价值链。

广东省21家企业签约链博会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本报讯 中国贸促会党组书
记、会长任鸿斌近日率领贸促会
调研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
话精神，服务中外企业，推动发展
新质生产力”在广州调研。

调研组走访了广州工控集
团、广药集团，围绕服务企业走出
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产业
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等进行了交
流。在考察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大湾区仲裁中心时，调研组详细
了解中心发挥商事法律服务优
势，为企业提供仲裁、调解服务，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情
况。在粤期间，任鸿斌出席了第
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广东推介会暨签约仪式。

任鸿斌在调研中指出，中国
贸促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两会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
广东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联
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功
能，助力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
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服务中
外企业这一根本，进一步织密服
务企业网，搭建好链博会、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等国际化平
台，提供更多更优商事法律服务，
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李文）

任鸿斌在广东调研

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武契奇、匈牙
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日至10日对
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
是中国国家元首近5年来首次访问
欧洲，对推动中国同法国、塞尔维
亚、匈牙利以及中欧关系整体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中欧工商界人士对
习近平主席此访高度期待。

中法经贸合作表现亮眼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
研究员杨成玉在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
访问的三个国家非常具有代表性，
法国是属于西欧的发达经济体，匈
牙利和塞尔维亚都是中东欧国家，
其中，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而塞尔
维亚是中东欧地区近年来经济增
长、政治作用比较突出的国家。

中国贸促会驻法国代表处副
总代表、法国中国工商会秘书长李

文国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能够增
进法国等欧洲国家企业对华经贸
合作信心，为在法、在欧中资企业
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为
应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注
入新的动力。

“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下，我非常希望法中伙伴关系能够
向世界传递稳定与和平的信息。”法
国前国务秘书埃尔韦·诺韦利说，相
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有力促进两
国达成更多共识，进一步加强团结
合作。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法
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
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长期
走在中西方关系前列。

在经贸领域，中法合作的数据
十分亮眼：经过 60 年发展，法国已
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
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中国是法
国在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

伙伴。2019年至2023年，中国对法
国进出口年均增长 5.9%。今年一
季度，中国对法国进出口 1272.2亿
元。2023年，法国对华直接投资达
13.4 亿美元，较 2022 年增长 77%。
今年前两个月，法国对华直接投资
同比增长585.8%。

法国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
裁芭芭拉·弗赖表示，施耐德不断投
资中国，是因为对中国市场发展前
景充满信心。她说，如今的中国已
经成为更加成熟的经济体，中国市
场充满活力，有挑战但更充满机遇。

在法国北部的上法兰西大区，
有一条全长约 100 公里的“电池
谷”，中国敏实集团参与投资的一家
电池盒工厂已在当地正式运营投
产。厂内，数十台焊接机器人、搬运
机器人有序工作，中方带来的先进
技术和经验帮助法方合作伙伴节省
了资金和时间成本。

李文国告诉记者，中国贸促会
在中法经贸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1953年，中国贸促会促成了
中法民间贸易第一单。1964 年 9
月，在中国贸促会的大力支持下，首
届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举办。
1988 年 7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驻法
国代表处。另外，中国贸促会与法
国雇主协会、法中委员会，连续 20
年共同主办中法经济研讨会，德斯
坦前总统、拉法兰前总理阁下与中
国领导人出席历届研讨会。

今年以来，中法交流活动精彩
纷呈，也为中法经贸合作提供了更
多机遇。“我们组织法国中国工商会
会员企业法国地方行活动，与诺曼
底大区副主席，鲁昂、勒阿弗尔、瑟
堡市长、副市长以及当地工商会、
企业进行交流，共同庆祝中法建交
60周年，共同探讨增进中法经贸合
作等事宜；与法中委员会合作举办
2024 年紫色会晤和法中创新大会
等活动；举办和支持举办中国湖北
—法国巴黎企业合作交流会、中国
山西（法国）产业合作推介会、法国

农业展中国馆等经贸活动及中法
庆新春、中法百姓故事展等系列庆
祝活动；修订《中资企业在法国发
展报告（2023—2024）》；举办欧盟
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专题培训和中
资企业海外经营风险交流座谈会
等。”李文国说。

共建“一带一路”成合作抓手

杨成玉表示，在中东欧地区，匈
牙利和塞尔维亚近几年不管是在政
治方面，还是在经贸合作方面，都与
中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
首个全面战略伙伴，两国铁杆友谊
深厚，2023年，中塞签署自贸协定，
这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
一个自贸协定；匈牙利是中东欧地
区重要国家，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双方合作持
续抓手。

（下转第2版）

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中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毫不动摇坚
持对外开放。我们欢迎更多高质量法国农产品、
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
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已经全面放开制造业准入，
将加快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准入。我们还给
予法国等多个国家普通公民15天免签政策，制定
了便利外籍人员在华旅游、支付的新举措。

——习近平在法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来源：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商务部
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
快 速 增 长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18167.4亿元，同比增长14.7%。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增
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
出口 7332.6亿元，增长 5.6%。其
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4273.7亿
元，增长 2.8%，增长较快的领域
有知识产权使用、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增幅分别为34.4%、19%；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3058.9 亿
元，增长 9.6%，增长较快的领域
有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
业服务，增幅分别为66%、15.2%。

（罗珊珊）

一季度服务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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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进
行国事访问，是中国面向欧洲的一次重大外交行
动。中欧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
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关系如
何发展攸关世界的走向。在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的
当下，中欧唯有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不断
加强对话合作，妥善处理摩擦分歧，才能有效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

中欧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
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关系的正
确定位是伙伴，主流基调是合作，关键价值是自
主，发展前景是共赢。

中国始终将欧盟视为国际格局中一支战略性
力量，一直把发展中欧关系视为中国外交优先方
向。2014年春天，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提出
中国愿同欧洲一道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
明四大伙伴关系，中方的这一愿景至今未改变，当
前形势下更有现实意义。放眼世界，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上升，无论是推动中欧各自发展，还是应对
全球性挑战，都需要双方保持密切沟通，聚焦互利
共赢合作。

事实一再表明，只要中欧双方共同把握好
彼此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中欧关系就能
不断取得符合双方利益和人民期待的发展。当
前，中欧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3 年，
中欧贸易克服全球贸易低迷等不利影响，总额
仍高达 7830 亿美元，中欧双向投资存量超过
2500亿美元。

中方愿同欧方做经贸合作的持久伙伴、科技
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供链数据链合作的可信伙伴，
中欧完全可以实现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中国不
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众多欧洲企业正通过
加强对华合作，积极把握发展新机遇。在数字经
济、绿色环保、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双方
互利合作不断推进。《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23》显示，超过90%的受访欧洲企业计划将中国
作为投资目的地。欧盟中国商会2023年年度报告
显示，超过八成受访中国企业计划扩大在欧发

展。双方要多做加法，以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拉紧中欧利益
共同体的纽带。

中国的发展进步对欧洲意味着机遇，中欧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将为欧洲应对自身挑战提供助力。越来越多欧洲人士指
出，中国是欧洲解决能源、通货膨胀等挑战，提升竞争力的重
要伙伴。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研究员埃斯泰豪伊·维克托表
示，世界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欧洲不能将中国视
为风险，而应将其视为机遇。西班牙学者苏傲古指出，欧中合
作机会远大于竞争，若欧盟刻意泛化“去风险”概念，推动对华

“脱钩”，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影响。
中欧合作历经几十年风雨，植根于坚实的民意基础、广泛

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诉求，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着眼于
促进中欧人民福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欧双方应共同致力
于加强互利合作，推动中欧关系稳中有进、行稳致远。

中欧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如何增强中欧关系的稳定
性，是双方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命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
要树立正确认知，增进理解互信，重信守义，一心一意发展关
系，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
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

增强中欧关系的稳定性，需要坚持相互尊重。中欧要做
彼此发展道路上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正在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中国通过一次次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逐
渐形成的既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独特特征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为自己找到了的符合
本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感到自豪。中欧双方应该求同存
异、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将中国同时定位为伙伴、
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行，只会给中欧关
系带来干扰和障碍。

（下转第2版）

“守正创新 继往开来——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图片展”近日在法国巴黎举办，图为一名女子在展览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坚
持
正
确
定
位
，增
强
中
欧
关
系
的
稳
定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