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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唯
有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才会带来共
赢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
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中国贸促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
强化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功能，精心筹
办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

“链博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加速重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
治经济形势深刻复杂变化，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为代
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数字
化、绿色化成为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大方向。面
对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大潮，各国都在进行前瞻性
谋划和布局，前沿技术多点突破，引发传统产业链
式变革，催生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新领
域新赛道，显著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引领和
创造出新的巨大需求，为各方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注入新的发展后劲。

另一方面，受近年来保护主义抬头、公共卫生
危机、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出现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倾向。少数国家推行

“脱钩断链”“小院高墙”，跨国公司逐渐从追求“成
本与效率”向兼顾“效率与安全”转变，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趋于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世界经济出
现碎片化风险。

各国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各异，只有通过经
贸合作，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我国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致力于自
身发展的同时，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不断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作出新贡献。

中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推动构筑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是实现发展的基础，关键要加强

重点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资源协调，确保各国和
企业拥有可靠合作伙伴和稳定发展预期。我国是
联合国标准下工业体系最完整、配套最齐全的国
家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全 球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约
30%，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
界第一，近年来电子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等中高端
产业在全球分工中地位加速提升，为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全球分工
体系中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

推动构筑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世界经
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推动各类生产要素便捷
循环、有效配置。我国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关键驱
动力量，近年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着力加强与共建国家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
准“软联通”。与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加强发展
战略规划、管理规则标准等对接协同，建成中欧班
列、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有效
降低跨境商品运输和交易成本，推动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提质增效。

推动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我国实
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与世界分享 14 亿多人超
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成为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贸易伙伴，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
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超九成在华外资企业主
要面向中国市场。我国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建设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收外资
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提供了
广阔空间。

推动构筑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包
容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重要动力，
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和绿色低碳转
型至关重要。我国讲求美美与共、和合共生，在
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平
台提出加强供应链合作相关倡议，呼吁各方合力
排除经贸关系中的非经济因素干扰。积极推动
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
等优质产能丰富了全球供给，也推动了全球产业
链绿色化发展。举办东盟与中日韩（10+3）产业
链供应链对接大会，帮助相关国家企业融入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

推动构建更紧密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

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中国贸促会 2023 年创新举办首届链博会。这
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有力
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

同、中外企业互动，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双向奔
赴、合作共赢的开放型新平台。第二届链博会将
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在北京举办。我
们将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绿色化办展理
念，进一步放大链博会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创新
集聚、学习交流平台功能，携手各方推动构建更加
紧密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为促进世界
经济复苏发展作出新贡献。

提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今年
以来中国贸促会在海内外举办 60 多场路演活动，
广泛邀请各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参展参会。联合国
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商会 5 家国际组织担任支持单
位 。 近 70 个 国 家（地 区）600 余 家 企 业 和 机 构 参
展，比首届增长 20%，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占比超 60%。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 26%上升到
32%，其中来自欧美和 40 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的参展商各占约一半。预计超过 100 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嘉宾将参会交流，共同奏响“链接世
界，共创未来”主旋律。

强 化 服 务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的 平 台 实 效 。 本
届 链 博 会 为 我 国 与 世 界 构 筑 起 产 业 互 融 、创 新
互促、市场互通的桥梁，以“链”为媒助力中外企
业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推动形成精准、有活力
的企业共生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增先进
制 造 链 展 区 ，近 80 家 中 外 知 名 企 业 将 展 示 该 领
域 从 前 端 设 计 到 终 端 应 用 的 前 沿 科 技 成 果 ，加
强 创 新 交 流 合 作 。 首 发 首 展 70 多 项 新 产 品 、新
技术、新服务，支持各方举办长三角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等产业对接活动，
推动“展商变投资商”，助力各国企业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丰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载体功能。
鼓励中外企业联合参展，如力拓、博世、宝武、小鹏
4 家企业联袂绘制汽车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全
景图，恒天然携中方供应链伙伴共同诠释“牧场到
餐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链，联想集团与思爱普联
合展示私有云、商业人工智能等合作成果。发布

《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2024》和全球供应链促进指
数、连接指数，汇聚中外嘉宾围绕可持续市场倡
议、陆海新通道等进行研讨交流，为推动全球开放
合作建言献策。

拓 展 践 行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的 实 践 路
径 。 今 年 以 来 ，中 国 贸 促 会 积 极 向 世 界 讲 好 加
强 全 球 供 应 链 合 作 的“ 中 国 故 事 ”，推 动 中 美
工 商 界 联 合 提 出“ 增 强 APEC 供 应 链 韧 性 ”提
案 ，组 织 大 规 模 代 表 团 参 加 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举
办 的 首 届 全 球 供 应 链 论 坛 ，在 世 贸 组 织 公 共 论
坛 期 间 与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共 同 举 办 供 应 链 韧 性
主 题 研 讨 会 。 本 届 链 博 会 将 发 布《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国 际 合 作 北 京 倡 议》，支 持“ 六 链 一 展 区 ”分
别 发 起 产 业 联 盟 倡 议 ，凝 聚 更 广 泛 合 作 共 识 。
聚 焦 扩 大 对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单 边 开 放 ，对 非 洲 、
南 太 平 洋 和 加 勒 比 部 分 国 家 参 展 商 提 供 支 持 ，
以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同 球 共 济 ”精 神 和 普 惠 包 容
理念。

（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 11月 20日第10版）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 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 任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