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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3月 2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
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国
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巩固
和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各
方的普遍期盼。中国作为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致力于以实
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新形势下，中国贸促会将继
续全力办好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
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为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贡献力量。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合作的两大特点

看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形
势，必须坚持科学辩证的态度，既要
看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碎片化风
险上升，也要看到有关各方积极以
实际行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稳定性成为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的重要考量。地缘政治和阵营对
抗暗流涌动，关税壁垒与贸易争端
频发，国际分工格局被迫调整。
2024 年全球歧视性贸易壁垒数量
超过 1200 项。全球范围内限制性
外资政策增多，国际跨境投资近三
年连续负增长，2024年比历史高点

下降约40%，产业链供应链友岸化、
近岸化、本地化趋势增强。

另一方面，广大企业作为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
建设者，在相向而行中实现互利共
赢。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
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
需要。大批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相关
产业的“链主”，同各国上下游企业
形成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在实现
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作出贡献。比如，美国苹果
公司供应链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
地区，2024年其海外销售收入占其
总营收比例超过60%。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产业布
局，将含金量更高的产品、服务、商
业模式和创新成果带到世界各地，
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赢。

我国推动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的两大显著优势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供给和需求两端动力强劲、动态平
衡、良性互动，积极打造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锚”，为世界经济注
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从供给端看，我国产业体系完
备，科技创新持续突破跃升，持续为
世界提供高品质的中国制造和中国
创造。我国是联合国标准下工业门
类最全、配套最完整的国家，制造业
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 30%，连续 15

年稳居第一制造业大国。坚持推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由 2012 年第
三十四位上升至 2024年第十一位，
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居世界首位，实
现从“世界工厂”供应全球到“创新
实验室”赋能全球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已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坚实可
靠的组成部分，为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需求端看，我国市场规模巨
大，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提供广阔空
间。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
进口市场，一年有近50万亿元消费、
超过50万亿元投资、超过20万亿元
进口，未来增长潜力巨大。同时我国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营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收
外资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二，对外资

“磁吸力”不断增强。我国正在加力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纵深推进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在“制造大国”的
坚实基础上成长为超大体量的“消费
大国”，将不断为各国企业加强产业
链供应链合作拓展增量市场。

办好第三届链博会，持续
打造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畅通的国际公共产品

举办链博会是中国贸促会推动
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的重要举措。

第三届链博会将于2025年7月16日至
7月20日在北京举行，秉持“链接世界、
共创未来”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
市场化、绿色化办展理念，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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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上中下游衔接。651家企
业和机构携500多家上下游合作伙
伴将在先进制造链、智能汽车链、绿
色农业链、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
链、健康生活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参展，各展区的参展商同属一条

“链”，形成产业链“全家福”。不少
链上伙伴将设置联合展台，如苹果
公司第三次携手我国供应商展示智
能制造与绿色制造最新技术，浙江
宇树科技、强脑科技、海康威视等
AI 产业链企业将组团参展。本届
链博会聚焦各链条主题绘制产业图
谱，直观呈现各产业链上中下游关键
环节的重点材料、技术和产品。本届
链博会期间将成立各链条展商联盟，
为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加强

资源共享和长期合作搭建平台。
助力大中小企业融通。超过

65%的参展商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还有大批“专精特新”“隐形
冠军”企业、“小而精”中小企业积极
参展。英伟达、路易达孚、中国铁建、
中粮集团等大批国际知名“链主”企
业，将与广大中小“链属”企业同台展
示。东方电气将展示其带动1.5万家
企业协同出海的成功实践。中国贸
促会拓展“参展履历”功能，为参展商

“数字画像”，研发“匹配—触达—互
动—追踪”全流程自动化对接技术，
助力广大企业展前精准对接、展中深
入交流、展后跟进洽谈。

推动产学研用协同。本届链博
会着眼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首次设置以知识产权转化为
主线的创新链专区，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科研机构
和技术交易所将参展，促进创新链、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联动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众多国际组织
和跨国公司负责人将在70多场会议

活动中研讨交流，聚焦推动产业链供
应链开放合作发表真知灼见。首次
举办的“链博首发站”新品发布活动，
将集中展现产业链协同创新最新成
果。中国贸促会届时将继续发布《全
球供应链促进报告》，首发由供应链
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
指数构成的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为
全球开放合作贡献智慧。

深化中外企业互动。参展商涉
及7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境外
参展商占比达 35%，其中美国参展
企业数量较上届增长 15%，继续位
列境外参展商数量之首。170多个
境外团组将来华观展洽谈。主宾国
泰国和主宾省山东、广东将依托链
博会平台推介产业资源、促进交流
合作。中国贸促会将与境外机构共
同举办上合组织工商论坛等一批机
制性活动，并将支持卢旺达、莫桑比
克等最不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企业参
展，助力其更好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7
月10日）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 中国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 任鸿斌

7月 16日，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开幕式在北京成功举办。

南非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泰国商业部常务
副次长艾卡阐·斯达瓦拉澜、美国英伟达公司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
顿、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古沛勤、中国工商银行董事
长廖林现场致辞，来自世界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的政商学等各界代表1100多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主持开幕式。他表
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更高、链式逻辑更加清

晰、创新引领更加突出，欢迎更多工商界朋友携手
同行，以积极的态度和建设性的行动，维护以世界
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国贸促会将
牢牢把握服务中外企业这个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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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
京倡议》。

第三届链博会由中国贸促会于 7 月 16 日至

20日举办，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联合国
贸发会议、联合国贸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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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担任主宾国，山东、广东担任主宾
省。本届链博会设置先进制造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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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个国家和地
区 651家企业和机构参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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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境
外参展商占比达35%。 （来源：中国贸促会）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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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4 期《求
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
重要文章《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
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扫描二维码
阅读全文）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嘉贾嘉 摄摄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7月16日
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何立峰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强调只有开放合作

才能带来共赢发展。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供
应 链 的 重 要 环 节 ，一 直 以 实 际 行 动 保 障 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运 行 ，为 深 化 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合 作 、促 进 世 界 经 济 复 苏 贡献
力量。

何立峰强调，中国将坚持分工协作、开放包
容，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赢的推动者，促
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升级。

（来源：新华社）

何立峰出席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指出
中国将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共赢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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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7月 16日，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在中国北京开幕。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
商界代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深入交
流、达成共识，共同发出以下倡议：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全球工
商界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促进开放包容理念，坚
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
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共同营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促
进全球分工合作；推动拆除割裂贸易、投资、技
术、服务流通的高墙，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避
免经济问题政治化、人为阻断全球市场，合作构
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伙伴关系。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全球工商界要抓住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助力营造
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更强动力；推动完
善全球科技治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要
素全球流动，推动创新成果互惠互享，让科技进步
惠及全人类。

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全球工商界要运用人工
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推进供应链数字化、
智能化、可视化改造，促进全链条数据互联、业务互
通，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形成上下游更
紧密的供应链合作共赢生态；支持领军企业以大带
小、以点带链，建设数智供应链统一公共服务平台，
赋能链上中小企业，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建立健康可
持续供应链生态；期待各国深化数智供应链协同，研
制推广数字化供应链重点领域国际标准，推动数字
标准互联互通，努力弥合数字鸿沟、智能鸿沟，为国
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创造更好条件。

打造绿色可持续供应链。全球工商界要加速落
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同推进民生福
祉改善和气候治理，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多边
环境协议，避免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采取歧视性绿
色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采用环保技术
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努力推动在农业、能源等重点
领域运用、传播绿色技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保护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同时有序推进新能源
产业链合作，全面提升各国企业绿色电力消费水平，
加强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绿色燃料等方面技术交流，推
动绿证规则和标准互认，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

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全球工商界要充分发挥工商界的创新活力
与资源整合能力，依托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等平台，深化交流互
鉴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构建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各国贸易投资促进
机构和商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各国企业充分挖掘传统领
域和新兴产业合作潜力，强化精准化专业服务，搭建更多合作平台，持
续推动优化各国营商环境，助力贸易和投资“双轮驱动”，推动传统产业
和新兴产业“两翼齐飞”，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两链融通”。

欢迎更多国家工商界加入本倡议，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