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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快速发展，产业链条愈趋分
明。其中受到关注的上游，以原
材料与精密零部件为主，保障整
车品质，驱动产业升级。在“双
碳”背景下，传统汽车制造商、造
车新势力以及信息通信企业紧密
携手，共同编织出一张日益完善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网络。近
期，2024 年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
览会（以下简称“上海汽配展”）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启幕，呈现
了一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上游的全景图谱。

智能化竞技的舞台

“仁芯科技今年首次亮相上
海汽配展。”南京仁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仁芯科技”）的参展
代表兴奋地介绍道。仁芯科技
的“中国芯”在传输速率上表现
卓 越 ，支 持 16Gbps 至 1.6Gbps 的
宽广范围，传输距离最远可达 15
米，且插损补偿能力超过 30dB。
作为国内车载 SerDes 芯片领域的
佼佼者，仁芯科技的首颗 16Gbps
高性能车载 SerDes 芯片 R-LinC，
已成功通过 AEC-Q100 Grade2 质
量测试与认证。

相较于仁芯科技，北京奥特
贝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特贝睿”）则以其行业领导者的姿
态，吸引了众多目光。在上海汽
配展期间举办的论坛上，奥特贝
睿的首席执行官杜垚琼发表了题

为“软件定义汽车——从行泊一
体到舱驾一体”的演讲，引起广泛
讨论。

行泊一体技术通过将原本独
立的行车、泊车控制器集成到一个
域控制器中，不仅降低了成本，还
支持了更加丰富、高阶的智能驾驶
功能。近年来，行泊一体技术迎来
爆发式增长，吸引了主机厂、智能
驾驶公司、算法公司、软件公司以
及芯片公司等众多企业的布局。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已步入规模化发展的快
车道。从行泊一体、舱泊一体到舱
行泊一体的跨域融合竞争正在悄
然升级，这也推动了汽车软件的不
断迭代与升级。数据显示，2023年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规模达到
约1613亿元，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
率为26.20%，预计2024年市场规模
将达到2152亿元。

“上海汽配展已经陪伴中国汽
车行业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如今
已成为洞察汽车产业科技创新的
重要平台。”法兰克福展览（香港）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劭阑表示。

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比拼

“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汽
车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
变革。”汽配云相关负责人指出，
AI、云计算、大模型等技术的快速
迭代，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降
低了成本，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借助数字化手段站稳脚跟，已成
为行业共同关注的焦点。

“售后市场对于车辆在全生命
周期内保持正常运转和可靠性能
至关重要。”采埃孚售后事业部负
责人菲利普·科尔普现身上海汽配
展，并在其“采以恒，驰未来”的主
题演讲中强调，智慧出行已成为社
会发展的关键趋势，采埃孚售后市
场的目标不仅是持续开拓创新，更
要提供能够最大限度保障车辆正
常运行时间的解决方案。

本次上海汽配展上，采埃孚售
后将产品发布聚焦三个关键领域：

一是车辆制动、转向和悬挂系统；
二是在传统燃油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共存的时期，推
出全电动中央驱动系统；三是车辆
软件应用，为独立售后市场提供一
站式解决方案。

据了解，2024 年，采埃孚售后
在亚太地区培训了超过 2.2万名机
修工，通过为技术人员配备尖端技
能，优化售后市场的价值链。“采埃
孚售后不仅打造全生态系统解决
方案，还为其核心客户群提供增值

服务，以其服务优势抢占市场份
额。”业内人士说。

“在技术进步、客户需求变化以
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推动下，汽车售
后市场正经历着重大变革。”上海汽
配展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本
届展会规模扩大至 35万平方米可
以看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后市
场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在此背景
下，今年展会同期举办了超过80场
论坛及峰会活动，为与会者提供了
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

上海汽配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的智慧“交锋”
■ 本报记者 兰馨

12 月 10 日，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
览会（以下简称“服博会”）
在湖北武汉举行。主论坛
上，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发
布了《数字智慧园区标准》

《绿色低碳园区标准》《数字
服务 服务外包领军企业、
优势园区、杰出人物评定规
范》《跨境电商数字化基地
评定规范》等四项团体标
准，为下一步推进数字服务
及服务外包标准化发展奠
定基础。

近两年，在国际经济增
长乏力、部分行业遭遇发展
瓶颈的环境下，我国服务外
包继续逆势增长。商务部
服贸司此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4 年 1 至 10 月，我国
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19204 亿元人民币，执行额
1364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3%和11.2%。

“数字服务及服务外包
产业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
创新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中国国际投资促进
会会长马秀红在致辞中表

示，大力发展数字服务及服务外包产业，对新
时期我国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加速
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升级至关重要。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涓认为，
数字服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现路
径。“当前服务业占我国经济总量比重已接近
60%，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事关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事关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局。”江小
涓说。

本届服博会以“数实融合引领发展”为主
题，集研讨对话、展览展示、商务洽谈等形式于
一体，将持续到12日。同期还举办“数字服务
暨服务外包展”，展览面积约2万平方米，设置
产业集聚展区、智能制造、智慧健康、数字智慧
园区、物流及供应链、金融服务等专题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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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链、补链、强链，提升两岸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我们有很多可以
着墨的文章。”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在2024两岸企
业家峰会年会期间对记者表示，两
岸工商界携起手来，优势互补，一定
前景光明。

12 月 9 日至 10 日，以“打造两
岸新时代产业链 促进两岸经济融
合发展”为主题的两岸企业家峰会
年会在厦门举办，700 余位两岸各
界人士与会，共商发展新机遇，取
得诸多共识。

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
在开幕式上表示，两岸产业面对新
形势，应突破现有瓶颈、克服环境
限制，开展更大格局、更高层次、更
宽领域的融合合作。

如 何 打 造 两 岸 新 时 代 产 业
链？刘兆玄指出，新能源汽车、智
能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和节能
环保等领域为峰会已选定的重点
发力点。2 天年会、8 个下设产业
小组、数十场主题演讲……嘉宾
们分享的两岸企业成长故事精彩
纷呈，展现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
蓬勃生机。

“这几十年，大陆台企渐渐从
注重外销，转变到重视生产和销售
的本地化，这是两岸经济逐渐融
合、产业链日益紧密的一种体现。”
广运机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陆
区销售总监林坤广在大陆已近 20
个年头，他所在企业拥有不少大陆
上下游供应链伙伴。“打造两岸新
时代产业链，是传统产业与现代科

技的结合，更是两岸业界的融合，
将发挥‘1+1＞2’的效果。”

在昆山众达智联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周泓任眼中，两岸
新时代产业链“新”在数字科技广
泛应用。“数字科技发展将大大拉
近两岸产业链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距离，让产业链协同运作更高效
顺畅。”

“大陆经济正加速转型升级，
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教授唐永红认为，这对
台企而言是难得的机遇。

受访人士表示，打造两岸新时
代产业链，不仅在制造业，也涉及
金融、养老、文创、体育等各行各

业。多领域齐发力不仅是高质量
发展的引擎，更能增进两岸民众福
祉，助力两岸产业链从“加法”走向

“乘法”。
台湾中信金控首席经济学家

林建甫举例说，引入AI技术可显著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降低运
营成本，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两
岸强化AI金融领域合作，能推动金
融业创新发展，为两岸经济融合注
入新活力。

北 京 宽 想 创 意 文 化 有 限 公
司董事总经理章依婷将目光投
向体育文创 IP 的打造。不久前，
她担任制作人，将家乡台湾最受
民众喜爱的棒球运动搬上大陆
网络综艺节目。“节目约三分之
一的工作人员来自台湾，我们希

望将‘棒球热’带到大陆，并赋予
更多经济价值。”

“文创 IP的产业链条其实很长，
关键在于要与其他产业跨界结合，这
样便能产出经济增量。”章依婷说，这
种“轻量化”传播还将更有效传达我们
的态度和价值，更好促进两岸同胞沟
通和理解。

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打
造两岸新时代产业链显得愈发重
要。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黄
朝熙指出，半导体产业作为全球经
济关键一环，正经历供应链重组。
他认为，两岸应抓住机遇，深化半
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协作，共同应对
挑战。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限缩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干扰阻挠两岸

正常经贸往来，试图与大陆“脱钩
断链”。与会两岸人士认为，不管
全球经济形势和岛内政局如何变
化，两岸经济合作稳定发展的大势
不会改变。

台商周泓任建议，台企面对复杂
多变的挑战时应顺应经济发展和企业
运营需求，与大陆企业合作互利共赢，
为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平台，做
出最理性选择。

“期待两岸企业家能与峰会
携手前行，一起面对当前挑战与
机遇并存的新局势，积极擘画新
的 产 业 布 局 、探 索 新 的 合 作 契
机。”刘兆玄说，深信通过大家共
同努力，必定可以使两岸产业合
作的道路越走越宽，未来发展的
前景越来越好。

以“链”促融：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聚焦两岸新时代产业链
■ 王承昊 付敏

第27届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于12月5日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本届冬交会
以“聚农业精品·享自贸商
机”为主题，由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厦门国贸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乡
村振兴促进会等单位联合
主办，布设6个展馆、2个活
动区和1个户外展区，展览
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展示
内容涵盖瓜果蔬菜、粮油、
茶叶、咖啡、畜牧、水产、智
慧农业、休闲农业等品类和
业态，参展企业2200家。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近日，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
（ICCA）首届全球场馆论坛在国
家会议中心二期举办。作为第
16 届 中 国 会 议 产 业 大 会
（CMIC2024，以下简称“会议产
业大会”）同期举办的重要活动
之一，这是 ICCA 首次举办的全
球场馆论坛。

本次会议产业大会以“链接
多元，共享无界”为主题，汇聚了
会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旨在推
动产业融合与创新。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不仅承担了大会的举
办重任，还与 ICCA 携手成为联
合主办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总经
理迈克尔指出，中国会展业已迈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得益于政府
的强力支持，如进博会、服贸会、
链博会等大型展会的成功举办，
极大地推动了产业与市场的繁
荣。同时，中国展览业在加速出
海，2023 年前三季度，中国贸促
会批准的境外展览项目达 900
个，覆盖 55 个国家或地区，展览
面积 57.22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3.96万家。

迈克尔还提到，据国际展览
业协会（UFI）统计，中国现有场馆
288 个，总面积超过 1200 万平方
米。在新商业环境下，场馆需从
单一建筑向多元化服务转变，强
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安全保障，
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不断
优化PIP服务质量，打造全新的服
务模式，如举办节日活动或企业
间、企业对个人的定制活动。

深圳市五洲宾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国际交流中心总经理
付睿表示，中国会议场馆正从1.0
的“会场”阶段，升级为 3.0的“慧
场”时代。1.0阶段主要满足会议
空间的需求，2.0阶段则强调用户
融入，而 3.0 阶段的“慧场”则为
主办方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
如基于 AI 算法、物联网平台、数
字中台等技术的运维保障。

迈克尔强调，在竞争日益激
烈的市场环境中，场馆需具备更
吸引人的元素、清晰的 ESG 策
略、多元化的服务以及更多的

“零碳”实践。他建议，场馆运营
方应出台最佳且成本效益高的
ESG措施，以满足主办方尤其是
上市企业的需求，同时为参展商
和 观 众 创 造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空
间。此外，他还呼吁会展行业建
立可持续碳足迹计算体系，实施
新的碳排放抵消政策。

据悉，未来三年，ICCA全球
场馆论坛将继续落户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

国际会展组织聚焦
中国市场新机遇

■ 本报记者 兰馨

2024 全国产展融合发展暨
河北省会展产业推广与合作发
展大会日前在张家口崇礼举办，
大会以“新质引领，创新融合”为
主题，聚焦会展业智慧发展的新
趋势，旨在推动会展业在新发展
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首席
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储祥
银在会上表示，会展企业通过数
据获取市场信息资源，提供适销
对路的产品，赢得市场份额，树
立品牌形象。这表明，数据已成
为会展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
键要素。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姜淮在会上表示，会
展业已从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为
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先导产业，对
加强国际贸易合作、促进产品进
出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中
国自主举办的 190 场展览中，有
109 场位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占比高达 57%。金砖五国中
的俄罗斯、巴西、印尼和南非也
成为中国境外办展的重要目的
地。同时，在RCEP国家举办的
展览也达到 71 场，占比 37.37%。
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中国展览

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布局和
深远影响。

米奥兰特国际会展董事长
潘建军在会上提到，中国展览

“走出去”面临新趋势和新变
化。他指出，2023年中国展览境
外自主办展的举办地已增至 17
个国家，较疫情前大幅增加。此
外，在华外资公司在中国展览

“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更为积
极。例如，2023年在华外资出境
主办展览企业为 2家，而在 2024
年新增的出境自办主体中，在华
外资占比显著增加。

更重要的是，中国展览业正

逐步从单纯的“出去找订单”向
产品力、供应链、技术和渠道

“四位一体”转变。潘建军认
为，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和
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步伐加
快，中国展览“走出去”的数量
将越来越多，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这标志着中国展览业正迈
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品
牌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个过程中，会展业作为
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先导产业，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
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会展
业将不断优化现有业务价值链

和管理价值链，提升用户体验，
构建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同时，
中国展览业也将继续加强与国
际市场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
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推
广，为中国品牌的崛起贡献更多
力量。

然而，中国展览“走出去”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如市场
规则差异、文化差异、资源整合
难度以及服务标准等。这要求
中国展览主办方在出海前要做
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
积极应对与目的地本土企业合
作的挑战。

中国会展业“走出去”更为积极
■ 本报记者 兰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