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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下午，第二届链博会
主题活动—贸促智库交流活动暨

“一报告两指数”发布会在京举办。
会上首次发布2024版《全球供应链
促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球
供应链促进指数（以下简称“促进指
数”），以及中国贸促会研究院与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研
发的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以下简
称“连接指数”），为推动全球供应链
的开放合作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贸
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发布会并致辞，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萍发布

“一报告两指数”。发布会由中国贸
促会研究院主办，工商界、学术界、国
内外主流媒体共300余人现场参会。

任鸿斌在致辞中表示，全球供应
链的发展趋势、连接程度是世界各
国、全球工商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是
全球供应链韧性与稳定的具体表
现。然而截至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
发布过相关指数。中国贸促会立足
全球视角，把握国际国内产业发展大
势，围绕全球供应链系统开发“一报
告两指数”，是全球首次用具体数据
回答全球供应链连接得好不好、断链
的风险大不大的问题，回应了工商界
的重大关切，为各界理解和分析全球
供应链提供新公共产品。

《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促进因素多于消极因素

作为全球首次站在工商界立

场、以供应链促进为主题的研究报
告，《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是链博
会的旗舰报告，在 2023年首届链博
会上首发，正式出版后的英文版报
告在今年5月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和
巴巴多斯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供
应链论坛”期间正式发布。2023版

《报告》构建的全球供应链促进分析
模型，包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多双
边经贸规则、主要经济体国内政策、
技术进步、金融服务等五个维度，在
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工发组织进
行了多次分享交流，得到了与会专
家和WTO各成员代表的认可。

2024 版《报告》应用全球供应
链促进分析模型，全面梳理总结出
全球供应链促进体系的最新态势。
一是全球物流、通信与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朝着兼顾效率与安全的方向
发展，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保障全球
供应链有效连接。二是随着全球供
应链向着区域化、多元化、数字化和
绿色化方向发展，涌现出了一些新
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的多双边
经贸规则开始探索新领域的规则制
定。三是主要经济体通过立法保障
关键产品供应链韧性，强调关键原
材料的本土化供给，加强供应链风
险监测与预警。四是新技术涌现速
度有所加快，技术进步助推全球供
应链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五是国际
金融机构、各国政策性银行不断推
出新产品，优化、丰富金融供给，保

障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
此外，根据本届链博会设置的

六大链条，2024版《报告》还包括人
形机器人、智能汽车、集成电路、风
力发电、咖啡、棉花等六个分报告，
并绘制了相应的全球供应链图谱，
清晰展示了这 6 条全球供应链的
上、中、下游分布，以及每个环节占
据优势地位的经济体和企业。

全球供应链发展环境总
体向好

促进指数是全球首个量化评估
全球供应链促进水平的综合性指
数，以全球供应链促进分析模型为
基础，设置基础设施联通、多双边规
则、主要经济体政策、技术升级创新
和金融服务保障等五个一级指标。

研究发现，2018 至 2023 年，全
球供应链促进水平明显上升，促进
指数从 0.27 升至 0.66，增长 144%，
表明全球供应链促进水平处于上升
态势，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环境总体
向好。全球供应链促进水平的上
升，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联通的大
幅上升，技术升级创新的贡献作用
次之，多双边规则的贡献作用居第
三位，三者对促进指数上升的贡献
率 分 别 为 66.67% 、41.03% 和
17.95%。但是，主要经济体政策和
金融服务保障对促进指数的作用是
负面的，两者对促进指数的贡献率
分别为-15.90%和-9.75%。由于基

础设施联通、技术升级创新和多双
边规则三个指标上升产生的拉动作
用，抵消了主要经济体政策和金融
服务保障两个指标下降带来的拖累
作用，使促进指数仍处于上升态势。

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处
于历史高位

连接指数是全球首个全面衡
量全球供应链连接程度的综合性
指数，全面考量全球供应链上中下
游的连接逻辑、贯穿供应链全链条
的内部要素、影响供应链连接的外
部因素。研究发现，2014 至 2023
年，连接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由
0.271 上升至 0.732，增长 170%，处
于历史高位。全球供应链连接水
平的上升，主要得益于供应链内
部要素连接度的大幅上升，供应
链发展环境因素连接度的贡献作
用次之，供应链上中下游连接度
的贡献作用最小，三者对连接指
数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 56.09%、
37.61%和 6.30%。

2023 年，连接指数为 0.732，较
2022 年的历史峰值 0.733 仅下降
0.001，保持在近十年来的较高水
平。从 2023 年连接指数的构成来
看，供应链内部要素连接度和供应
链发展环境因素连接度分别上升
15.25%和 6.23%，供应链上中下游
连接度下降幅度较大，同比下降
34.83%。由于供应链内部要素连接
度、供应链发展环境因素连接度上
升产生的拉动作用，抵消了供应链
上中下游连接度下降带来的拖累作
用，导致连接指数虽略微下滑，但仍
处于稳定状态。

全球供应链具备倾向连接
的内生动力

“一报告两指数”分别诠释了全
球供应链促进的最新趋势、全球供
应链连接的现状及其背后的深层原
因，研究结果能够互相印证。促进
指数和连接指数整体上升趋势十分
明显，表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环境
总体较为稳健，促进因素一直处于

主流地位，全球供应链本身具备倾
向连接的内生动力。即使新冠疫
情、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
冲击，以及某些国家在某个历史时
期采取脱钩断链、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逆全球化政策，其对全球供应链
连接与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都是短
暂且有限的，充分说明全球供应链
连接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是人
心所向。

根据“一报告两指数”的研究
结论，中国贸促会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以开放合作促进全球供应链
畅通，坚定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
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
易体制，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二是以科技创新增强全球供应链
韧性，鼓励国家间科研合作，打破
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
流动的壁垒；三是以基础设施联
通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强化交
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通信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维护金融基础
设施安全稳定。 （毛雯）

为各界理解分析全球供应链提供新公共产品

11 月 25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
京同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住友电工、
苹果公司、正大集团、力拓集团、康宁公
司、中国工商银行、宁德时代、联想集
团、TCL科技集团、百胜中国、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等企业和机构负责人出席。

在座企业代表表示，中国市场是全
球产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互联
互通和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
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出台有力经济
政策，经济企稳向好势头不断巩固，创
新活力持续迸发，营商环境更为良好。
外国在华企业见证了中国取得的发展
成就，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看好潜力
巨大的中国市场，愿进一步扩大在华投

资，深度拓展在华发展，强化全球产供
链合作，实现开放共赢。

李强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表示，
过去数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逐渐壮大，
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都从中
受益。这充分表明，分工协作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高效循环离不
开要素流动畅通，封闭没有出路、开放
才是正途。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一些保护主义、泛安全化的行为还在
损害全球产供链，进一步推高企业成
本，降低经济效率，阻碍了共同发展。
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认识到全球
产供链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越要
凝聚加强产供链合作的广泛共识，反

对搞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另起炉
灶”，坚定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

李强指出，中国是全球产供链的
关键环节，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致力于
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今年以
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我们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不断培育壮
大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深
化全球产供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
苏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以更强大的配套能力、
更稳定的产能供给，持续为全球产供
链高效运转提供坚实支撑。我们将着
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

合，更好融入国际创新合作，持续为全
球产供链转型升级提供强劲动能。我
们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
步扩大市场准入，欢迎更多外国企业
来华开展产业合作，持续为全球产供
链合作拓展提供广阔天地。

李强表示，希望广大企业做全球产
供链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把握
时代潮流、顺应发展大势，继续坚定支
持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协
作，在产供链创新合作、绿色转型方面
下更大功夫，携手打造更加富有活力、
韧性和效率的全球产供链，实现企业更
好发展，助力各国共同繁荣。

吴政隆参加座谈。
（来源：新华社）

李强同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

11 月 26 日 ，国 家 副
主 席 韩 正 在 北 京 出 席
第 二 届 中 国 国 际 供 应
链 促 进 博 览 会 开 幕 式
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
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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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既
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的参与者、受益者，也
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
者，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中国持续完
善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运行提供有力
保障；坚持开放合作，为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
注入源源动力；立足超大
规模市场，为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运行开拓广阔空
间。中方愿同各国共同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通畅。

韩正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深化分工协作，推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
赢。中国将坚持经济全球
化正确方向，推进同各国
的产业、产能合作，更好实
现产业互促、利益共享、发
展共赢。二是突出创新引
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优化升级。中国将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
合创造更大合作空间 。
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
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
色转型。中国愿同各国
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
等领域合作，助力世界绿
色发展。

随后，韩正宣布第二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开幕。

本届链博会延续“链
接 世 界 ，共 创 未 来 ”主
题，中外政府部门、参会
企业、商协会代表和部
分驻华使节等约 1100 人
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后，韩正巡视
链博会展馆 ，参观了数
字科技、清洁能源、先进
制造等展区 ，并与有关
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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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
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开幕式
在北京举办。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
多·彼得、国际商会秘书长丹顿、英国力
拓集团董事长鲍达民、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候任会长谭森、中国中化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凡荣现场致辞，来自
世界近百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政
商学等各界代表1300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主持开幕
式。他表示，链博会为世界各国构筑起
产业互融、创新互促、市场互通的桥梁。
与首届链博会相比，本届链博会国际化
水平更高、互动合作更加深入、创新引领
更加突出。与会中外工商界代表围绕产
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欢
迎更多国家工商企业以“链”为媒、携手
同行，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
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体系。中国贸促会将强化联通政企、融

通内外、畅通供需功能，坚定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公共产品属性，为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工商
界代表共同发布了《产业链供应链国际
合作北京倡议》。

第二届链博会由中国贸促会于 11
月26日至30日举办，主题为“链接世界、
共创未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商会等 5 家国际组
织担任支持单位，匈牙利、湖北分别担任
主宾国和主宾省。本届链博会展览展
示面积 12 万平方米，设置先进制造链、
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
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等 6 大链条和
供应链服务展区。620家企业和机构集
中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涉及 69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境外参展商占比
达32%。 （宗赫）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在京举办

“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做大
合作蛋糕，让发展成果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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