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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定西马铃薯”是中国驰名商
标，获全国十大魅力农产品荣誉称
号，受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列
入农业农村部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是农业农村部第一批农业高质量发
展标准化示范项目；“定西马铃薯”
也以其口感醇香、软糯绵砂享誉市
场，深受消费者欢迎。那么，“定西
马铃薯”究竟好在哪里呢？

定西地处青藏高原下延区与黄
土高原抬高延伸区交汇地带，复杂
多样的地质地貌是适宜马铃薯生长
的最佳天然场所；这里气候温凉，年
均气温 7℃左右，昼夜温差大，年降
水量 350至 600毫米，主要集中在 7
至 9 月份，自然降水规律与马铃薯
块茎膨大期需水规律基本吻合。干
旱少雨但与马铃薯生长雨热同期的
气候资源，为马铃薯块茎膨大和品
质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既有利于
马铃薯增产，也有利于干物质积累
和疫病抑制，对性喜冷凉的马铃薯
生长极为有利。

定西耕地土层深厚，农田环境
条件较好，土壤以黑垆土为主，还有
少量红粘土和沙壤土，质地疏松，土
壤肥沃，保水保肥和透气性适中，有

机质含量在1.5%至3%，大部分土壤
富含钾元素，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定西所产马铃薯个
大质优、口感醇香、耐运耐藏，是加
工的上好原料和鲜食的首要选择。

定西种植马铃薯已有 200多年
历史，马铃薯一经扎根广袤陇原大
地，便深度嵌入到陇中儿女生产生
活之中，同定西人民一路相伴，度
过饥荒、战胜贫困，走上了全面小
康的奋进之路，在陇中这片热土书
写了浓墨重彩的传奇和辉煌。定
西人民对马铃薯有着深厚的感情，
始终保持着爱种、爱吃马铃薯的习
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铃薯饮食
传统文化，孕育了“敦厚、包容、自
强、坚韧、奋进”的“马铃薯精神”。
定西人民创作的一批诗歌、散文、书
法、绘画、剪纸、戏曲等文艺作品，为

“定西马铃薯”产业注入文化元素、
厚植文化底蕴。

定西市依托新型经营主体，探
索创新推动农机农艺结合，形成了

“黑膜覆盖+脱毒种薯+配方施肥+
统防统治+机械化耕作”生产体系，
打造绿色化、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核
心区、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和标准化

辐射带动区，让“定西马铃薯”品质
得到保证。“定西马铃薯”块茎中干
物质含量 24%至 30.7%、淀粉含量
19%至 24.3%、蛋白质含量 1.2%至
2.4%，糖类含量 1.5%左右、矿物盐
类含量1.1%左右。

定西市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第
一批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已形成规范完善、全国领先的脱毒
苗、原原种、原种、一级种的脱毒种
薯繁育体系。全市收集保存马铃薯
种质资源 1500余份，累计登记马铃
薯新品种 11 个。建成马铃薯脱毒
基础苗生产供应中心，应用推广椰
糠栽培、雾培技术等多项新技术，从
源头上提升马铃薯品质。培育马铃
薯种薯企业36家，原种生产能力达
16 亿粒以上，优质种薯生产能力
200 万吨以上，建成 D 级洁净组培
室 41740 平方米、雾培系统 5900 平
方米、改造高架苗床 49 万平方米。
主要生产品种有新大坪、陇薯7号、
陇薯10号、费乌瑞它等种薯品种42
种，能够满足市场多层次、个性化消
费需求。

全市有效期内马铃薯及其制品
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53个；
注册马铃薯品牌商标 117 个，国家
原产地地理标记注册产品5个。“定
西马铃薯”入选第二批中欧地理标
志产品、2021年第三批全国名优特
新农产品目录，定西市安定区“育种
繁种制种全链发力、小土豆迎来新

‘薯’光”被评为2022年全国农业生
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品牌引领
产业升级‘薯’光照耀陇中大地”荣
列 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
案例名单，“定西马铃薯”列入 2022
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安定
区被命名为“全国马铃薯产业知名
品牌示范区”“中国马铃薯之乡”，
渭源县被命名为“中国马铃薯良种
之乡”。

定西市依托科研院所和企业
建成了甘肃省马铃薯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变性淀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马铃薯与特色果蔬速冻和精淀
粉 4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了
甘肃省变性淀粉工艺与应用重点
实验室，实现了马铃薯重点生产加
工企业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
覆盖。培育省级以上创新型企业
22家，全市马铃薯发明专利 15项、

实用新型专利 24 项，现运行的马
铃薯地方标准 21项。

“定西马铃薯”产品由精淀粉发
展到高档休闲食品、新型工业产品，
形成“吃干榨尽”式循环链条，开发
了“定西马铃薯”诸多衍生产品。全
市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28家，加工
能力达96万吨。近年来，定西立足
马铃薯产业发展基础优势，以工业
化为引领，着力发展“定西宽粉”产
业，以马铃薯淀粉为主要原料，经过
拌和、压型、熟化、冷却、切条、漂洗、
解冻和晾晒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
富含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蛋白
质、烟酸和钙、镁、铁、钾、磷、钠等矿
物质，以“薄、滑、劲、透、香、辣、爽”
享誉市场，消费者认可度高，市场潜
力巨大。特别是近期，“定西宽粉”
作为“天水麻辣烫的灵魂伴侣”更是
火爆出圈，京东《甘肃天水麻辣烫消
费观察》显示，“定西宽粉”位居成交
额榜首。

“定西马铃薯”在多年的发展
中，已经形成河谷川水区优质菜用
型和加工专用薯、高寒阴湿区优质
菜用型和脱毒种薯、干旱半干旱区
高淀粉型和优质菜用型 3 个特色

鲜明的区域化布局生产基地。种
植面积稳定在 300 万亩左右，产量
超过 500 万吨，标准化种植占到
90%，2023 年建成万亩以上基地 18
个 22万亩，千亩以上基地 148个 36
万亩。

全国首个国家级马铃薯批发
市场建成投入运营，建成临洮康家
崖、陇西文峰、安定综合交易中心、
安定巉口、渭源会川、岷县梅川等 6
个较大规模专业批发市场，培育中
小型市场 50 多个，发展从事马铃
薯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525个、
家庭农场 105 个。建成专营马铃
薯及其制品的销售网店 2800多家，
全市已建成各类贮藏窖（库）95 万
座，贮藏能力突破 375 万吨。同
时，定西地处兰西城市群、成渝经
济圈战略腹地，距省会兰州 98 公
里，陇海铁路、兰渝铁路、宝兰高铁
和国道 G30 连霍高速、G22 青兰高
速、G75 兰海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便捷的交通条件为“定西马铃薯”
及其制品销售提供了有利条件。

［来源：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
分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
中心）］

定西马铃薯究竟好在哪里

浙江宁波的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并正式启用。该光伏发电项
目总占地约3600平方米，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53万度。 中新社发 蒋晓东 摄

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
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欧盟通过

《人工智能法案》、韩国和英国共同
主办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近期，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问题正
被紧锣密鼓地提上各方议程。“我们
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在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的同时，迫切需要通过国
际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发展是安全、
可靠、可控的。”中国科学技术交流
中心主任高翔在日前由全球化智库
举办的中欧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监管
和治理研讨会上说。

高翔表示，人工智能正在全球
范围内蓬勃发展，成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但也带来了信息隐私、数据安全、深
度伪造、科技伦理等风险挑战。加
强人工智能治理已成为各国面临的
共同课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
挑 战 。”法 国 驻 华 大 使 白 玉 堂

（Bertrand Lortholary）表示，近年来，
欧盟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不断拓展，
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并加速探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有
效监管。未来，各方需要发挥各自优
势，开展全方位、各层级的对话与合作。

德 国 驻 华 大 使 傅 融（Patricia
Flor）表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工智
能治理领域具有相同关切点，但也存
在分歧和差异。比如，各国在“何时、
哪种领域可以使用人工智能”问题上
便存在较大分歧。对此，可以从联合
国层面组织协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着手解决大家共同的关切。

当前，联合国已成立人工智能
高级别咨询机构，来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 38 名机构成员共同商讨制
定《为人类治理人工智能》报告，推
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
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联合国人工
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专家张凌寒表

示，机构在2023年12月发布的临时
报告，已经在充分吸纳广泛国家意见
的基础上，确定了利用人工智能为人
类带来的潜在机遇和风险挑战，同时
也为解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赤字问
题规划了具体线路图和制度安排。
报告最终形成的建议与措施将纳
入联合国2024年9月举办的未来峰
会的筹备进程，特别是峰会成果
之一——全球数字契约的谈判进程。

除了联合国层面，当前人工智
能治理的双多边讨论也在多点开
花。欧盟驻华代表团公使衔参赞、贸
易处主任韩梅（Marjut Hannonen）表
示，近期欧盟批准的《人工智能法案》
遵循“基于风险”的考量，将为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提供参考，未来也将尝试
获得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白玉
堂表示，法中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人工智
能和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对促进
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至关重要。

此前，中国已在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在今年
4月举行的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
论坛上，中方还发布了《2024 年中
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关于中非
人工智能合作的主席声明》。张凌
寒表示，中国推进中非和中法之间
人工智能治理的共识，是推进中国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主张的一个重要
步骤和有益尝试，有利于向全球传
递中国治理经验。

“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治理的
热烈讨论，将加速形成一个人工智能
治理的全球框架。”全球化智库创始人
兼理事长王辉耀表示，美国、欧盟以及
中国等人工智能发展领先者，在AI的
监管以及法规制定等方面均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当前持续且渐进的对话和
沟通过程中，我们有足够信心缔造出
一个良好的治理框架，促进AI技术的
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王辉耀说。

携手建设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 杨啸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缔结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遗传
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国际法律文书
外交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
开，会议缔结了《产权组织知识产
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条
约》（以下简称《条约》）。中国贸
促会作为WIPO观察员参会，中
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熊延峰、法律部副经理柯珂
参加会议。

《条约》谈判历经 25 年最终
达成。《条约》包含遗传资源和相
关传统知识在专利申请过程的公
开要求、制裁和救济等内容，在专
利领域确立和协调了各国对遗传
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进行强制披
露的机制，有助于提升专利制度
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保护
方面的有效性、透明度和质量。

［来源：中国专利代理（香港）
有限公司］

港专代表率团参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

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
节让“熊孩子经济”再度火热。今
年以来，全球玩具行业开始企稳复
苏，积极信号不断显现，市场需求
进一步回升，玩具出口形势持续向
好。不少出口企业开始注重自主
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自
有品牌的企业正拔节成长。

广东汕头澄海区被誉为“中国玩
具之都”，拥有全球配套最完善、规模
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玩具产业集
群。区内玩具企业乐能玩具有限公
司海外销售经理黄明表示，公司此前
主要生产和出口水弹枪、遥控汽车等
玩具，今年则将生产和研发精力更多
地投入到智能机器人和儿童骑乘机
器人等产品领域，使公司出口额大幅
攀升。“公司今年出口额同比上涨了
50%左右。”黄明表示。

“我们生产的儿童骑乘机器人
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已投
入生产准备上市，将出口到欧洲、北

美等高端玩具市场。”黄明说，在经
历连续两年调整之后，目前看来，全
球玩具市场“去库存”已接近尾声，
国际市场需求正在持续复苏。

当前，高科技电子玩具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科技含量
较高的电子互动式玩具成为市场
主流。佛山市恒隆塑胶玩具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各式仿真坦克模
型，该公司总经理王晓斌表示，公
司目前正在开发相关的 APP 应
用程序，将 VR（虚拟现实）技术
与遥控坦克产品结合，增加产品
的娱乐性，提升用户体验。

王晓斌认为，越来越多的传
统玩具企业通过新一轮技术改
造，加快实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
型。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与普及，未来我国玩
具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品牌影响力
有望不断提升，实现从“玩具生产
大国”到“玩具智造强国”的转变。

从“跟随者”到“引领者”
玩具出口企业华丽转身

■ 李可

本报讯“近年来，
我国信息技术得到迅
猛发展，半导体作为其
中的关键器件起着重
要的作用。”在日前举
办的北京（国际）第三
代半导体创新发展论
坛 上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罗毅
表示，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相关政策旨在大力
提升先进计算、新型智
能终端、超高清视频、
网络安全等数字优势
产业竞争力，积极推进
光电子、高端软件等核
心基础产业创新突破，
这大大提高了对半导
体的需求。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行业发展前景预
测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9 年，中国第三代半
导体材料整体市场规模
或达到 855 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约30%。

罗毅介绍说，第三
代半导体是全球半导体技术研究和新
的产业竞争焦点，具有战略性和市场
性双重特征，是推动移动通信、新能源
汽车、高速列车、智能电网、通信传感
等产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新引
擎，有望成为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
局的突破口。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
任龚维幂表示，第三代半导体作为具
有代表性的战略新材料的方向之一，
应用前景广阔。经过初期的发展，第
三代半导体迅速在新能源汽车、5G 基
站、PD 快充等领域应用，市场规模增
长迅速。同时，行业内的竞争也逐渐加
剧。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抢占市场地
位，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均加强在第三
代半导体产业的布局，扩充第三代半导
体的产能。政府部门也在重视和支持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发展与产业培育，围
绕材料、器件、装备、应用等全链条布
局，对标国际领先水平。相关高校、院
所、企业开展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与国际接轨。

论坛上，总投资额近 10 亿元的 4
个产业项目签约落地北京顺义。

（穆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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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跨境电商作为外贸
行业新引擎正快速发展，越来越
多传统外贸企业也利用这一新渠
道“乘风出海”。随着这一外贸模
式的升级，海外仓建设也加快进
行，并形成了“跨境电商+海外仓”
的新模式，不断推进跨境电商产
业生态持续优化。

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24年一
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5776亿元，
同比增长 9.6%，其中出口 4480 亿
元，同比增长14%，过去5年，我国跨
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 10 倍。
此外，根据各地初步统计，全国跨境
电商主体已超12万家，跨境电商产
业园区超 1000 个，建设海外仓超
2500个、面积超3000万平方米，其
中专注于服务跨境电商的海外仓超

1800个，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近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拓
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不仅重点强调了跨境电商海
外仓建设的意义，也透露出有关
主管部门看到了跨境电商在中国
外贸中的增长潜力，并将着力于
补齐诸多短板。其中，海外仓建
设无疑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一
环。在此之前，国内陆续出台了
诸多支持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政
策，包括退税、物流优化、数字化
营销等多个方面，其中 31 个省区
市都建立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总数超过170个。

一些外贸企业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该政策有利于增
强海外仓储物流行业企业的发展
信心，加强海外仓建设力度，优化
海外仓布局，也有利于支持一般
贸易和加工贸易等类型的增长。

记者了解到，海外仓主要由物
流公司、电商平台或大型跨境卖家
在海外设立，通过租赁或自建仓库
来实现产品的本地存储与配送，有
时也被称为“前置仓”，包括第三方
海外仓、平台运营的海外仓以及企
业自营的海外仓三种主要形式，是
电商平台“全托管”模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海外仓近
年来被广泛应用在中国B2C跨境
电商物流解决方案中，最近5年的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

因此，在业内，海外仓还常常

被称为跨境电商的重要境外节
点，是新型外贸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也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的重要一环。

目前，跨境电商“9810模式”越
来越多地应用于外贸企业中。在
该模式下，国内外贸企业通过跨境
物流将货物以一般贸易方式批量
出口到海外仓，在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上完成在线交易后，再由海外仓
将货物运送到境外消费者手中的
一种出口货物模式，也就是跨境电
商 B2B2C 出口。对此，有业内人
士提示，在“9810模式”下，货物报
关出口到海外仓，但其并未真正实
现销售，建议企业应实现销售后再
确认收入。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一

季度，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
同比增长 11.8%。对此，北京市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鹏认为，这主
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外贸结
构优化的需要，因为随着我国外
贸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出口模式
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通过建设
海外仓有助于优化外贸结构，提
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二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稳定外贸规模对于我国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海外仓
建设能够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市
场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三是通
过加强海外仓这样的基础设施建
设，我国可以在国际经济合作中
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提升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影响力。

“跨境电商+海外仓”助力企业出海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