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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商务部：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2020全球服务外包大会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峰会在汉举办

 中国新闻网：武汉将打造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新高地

 中国 2019年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额超 2700亿美元

 新华日报：服务外包，国家竞争“新阵地”

 经济参考报：俄数字货币合法化进一步 可数字金融资产交易

 新华网：数字贸易加速崛起 成服务贸易发展新亮点

 中国贸易报：畅通外循环 服务好内循环

 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下滑 30% 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疫情正在改变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路径

 中国贸易报：DMCC 发布《贸易的未来 2020》报告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国际贸易与壁垒应对”云论坛在广东东莞召开

 天津日报：天津滨海新区跨境电商产业逆势增长

 亿邦动力：预计 2020年越南电商市场规模降至 110亿美元

 经济参考报：贸易引资逆势增长 开放加码彰显中国担当

 商务部谈我国引资形势：全年有望实现稳外资目标

 经济日报：六部门发布 38条举措支持民企改革发展转型升级

 经济参考报：外贸创新发展将获政策力挺

 中国新闻网：哈萨克斯坦与欧盟就经济重启开展合作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全球贸易年跌幅将逾 7%
 新华网：IMF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已开始恢复

—— 报告摘编 ——

 IDC MarketScape: 中国终端安全检测与响应市场 2020，厂商评估

 Cloud Adoption and Opportunities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Leading to a $1 Trillion Market in
2024, According to IDC

 2020 Global Supply Chain Survey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 2020
 亿邦动力研究院：2020中国零售品牌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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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商务部：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10 月 20 日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

上表示，商务部将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王炳南指出，当前，服务外包产业数字化、平台化、融合化趋势越发显著，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益增强。面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要求，商务部将以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契机，统筹

推进离岸和在岸服务外包发展，加快服务外包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促进服务外包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服务外包加快向高技术、

高附加值、高品质和高效益转型升级。

王炳南介绍，年初以来，面对新冠疫情严重的冲击，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外贸、稳

就业的决策部署，千方百计扩大服务出口，积极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作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服务外包保持着稳中向好的

发展势头，在抗击疫情、稳外贸、稳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源：中国证券报 2020 年 10 月 21 日）

2020全球服务外包大会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峰会在汉举办

2020 年 10 月 21-22 日，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武汉市人民政

府和湖北省商务厅主办的“2020 全球服务外包大会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武汉峰

会”在武汉成功举行。

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先旺出席活动并致辞，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等嘉宾发表主旨演讲，商务部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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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王旭阳、商务部驻武汉特派办副特派员宋惠勤、湖

北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杨本初、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平等领导

出席大会开幕式。武汉市副市长徐洪兰主持大会开幕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

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主持大会高峰论坛。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全球服务外包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峰会之一，全球服务

外包大会已被列入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重要国际性会议计划。本届大会是继

2017 年和 2019 年在武汉成功举办两届后第三次落户武汉，也是大会首次在同一

个城市举办三届。大会对推动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产业国际交流合作，展示武

汉城市形象、宣传武汉投资环境、推动“武汉服务”走出去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届大会以“开放共享 数创未来”为主题，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打造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加快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为武汉全

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营造良好氛围，促

进武汉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产业复苏重振和高质量发展。

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周先旺介绍，武汉在一季度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主要

经济指标加快回升，逐季向好，三季度武汉地区生产总值实现正增长，经济复

苏势头强劲。作为全国首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武汉

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迅猛，服务贸易规模稳居中部第一，2016 年以来服务

外包产业年均增长 30%以上。北斗导航、动漫游戏、数字内容、在线教育、视频

直播等数字服务新业态发展迅速，新兴服务成为服务出口的新增长点。本土企

业成长迅速，一批企业上榜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 强、中国服务外包领军企业。

德国 SAP、英国渣打银行、印度塔塔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落户武汉。

武汉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区位条件优越，

市场辐射广阔，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优势明显。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

商试验区联动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基础雄厚。武汉创新资源富集，

是全球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武汉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85%左右是大学及以上学

历。武汉产业优势明显，是“世界设计之都”，工程设计代表中国最高水平，

还是“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全国数字经济百强企业有三成在武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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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将着力打造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新高地，以服务贸易、服务外包

为突破口，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双循环”重要枢纽；

将进一步落实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服务贸易国际交流

合作；将加快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服务贸易、服务

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功能，推动通关、跨境支付等贸易便利化，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陈健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对

经济贸易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持续发酵。据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将严

重萎缩，成为上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也意味着服务市

场需求相应减少，预计 2020 年全球 IT 服务和商业服务收入将同比下降 2.8%。

但危机中蕴含新的机遇，疫情期间数字服务提供商的敏捷性、深入性经受了重

大冲击的考验，数字化观念进一步普及，大力发展数字服务成为更加广泛的社

会共识。

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表示，今年 1-8 月，中国企业承接外包合同 1230 亿美

元，执行额 849.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5.3%和 9.7%；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

包合同额 732.5 亿美元，执行额 516.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3.4%和 10.7%。

在全球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统计显示，近年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呈现加速发展势头，规模达到 3.2 万亿美

元，占服务贸易比重提高至一半以上。去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2700 多

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约 35%。其中，数字服务出口 1400 多亿美元，占服务

出口比重超过 50%。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推动疫后重振中，数字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展现

了零接触、跨时空、敏捷性、普惠性的优势。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与垂直领域融合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数字贸易创

新发展动力十足，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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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字贸易的典型业态，我国服务外包已经成长为万亿元级产业，在

稳外贸、稳就业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今年以来，我国服务

外包产业依然实现了逆势较快增长。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今年底将如期实现离

岸服务外包业务 1000 亿美元目标。”顾学明说。

在大会高峰论坛环节，IBM 全球副总裁范津生，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何书平，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资深合伙人、董事总经

理周园发表了主题演讲。万豪国际集团政府事务部副总裁申佳林、戴尔（中国）

有限公司战略与应用部总经理余晨、穆迪投资者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

国区总经理施浩、NIIT 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徐海峰等围绕峰会主

题进行了演讲。

期间，国家高端智库商务部研究院发布了国家高端智库研究成果《中国数

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0》。《报告》从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数字贸易的全球基

本格局、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梳理了

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贸易治理最新动向和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协调最新进展，总

结了我国数字贸易促进工作及发展成效。

《报告》建议，中国应从提升战略认知、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

实产业基础、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搭建国际化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加强规则

衔接等七个方面入手，加大对数字贸易概念等基本理论的探索，凝聚共识，加

强相关知识和理论的研究，出台促进政策，抢占数字贸易发展制高点。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武汉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服务外包合

同执行额年均增长超过 30%。2019 年全市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29.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2.5%；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27.9 万人，其中吸纳大学生就业人员 23.7

万人，服务外包产业促进就业创业作用明显。同时，武汉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更

是呈现结构逐步优化、国际市场日趋多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等特点。

为宣传展示武汉市和湖北省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创新发展成果，本届大会

还举办了数字服务和数字贸易发展成果展示活动，综合展示武汉市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和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成果，为企业合作交流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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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办方介绍，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海外客商无法现场出席本届大

会，但本届大会依然邀请了来自 IBM、波士顿咨询、日立、戴尔、穆迪、万豪、

腾讯等世界知名企业的 70多位高管参会。大会期间还进行了产业园区调研、项

目对接会和项目签约仪式等活动。普华永道商务咨询湖北区域总部、领航科技

园和物流服务中心等 12个项目集中签约，合计金额超过 120 亿元。

（来源：中国日报 2020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新闻网：武汉将打造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新高地

2020 全球服务外包大会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武汉峰会 22日开幕。武汉市委

副书记、市长周先旺在会上表示，武汉将着力打造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新

高地，以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为突破口，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融入新发展格

局。

本届大会主题为“开放共享数创未来”。开幕式现场，普华永道商务咨询

湖北区域总部、领航科技园和物流服务中心等 12个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合

计超过 120 亿元人民币。

记者从会上获悉，作为中国首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武汉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发展快速，服务贸易规模位于中国中部城市首位，

2016 年以来服务外包产业年均增长 30%以上。据统计，2019 年武汉市服务外包

合同执行金额 2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5%。

据介绍，武汉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呈现结构逐步优化、国际市场日趋多元、

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等特点。包括北斗导航、动漫游戏、数字内容、在线教育、

视频直播等在内的数字服务新业态发展迅速，新兴服务成为服务出口的新增长

点。除本土企业迅速成长外，德国 SAP、英国渣打银行、印度塔塔等一批世界知

名企业相继在武汉落户。

周先旺表示，武汉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并

通过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推动通关、跨境支付等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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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武汉发展服务贸易，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资深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周

园给出建议。她认为，未来武汉要做服务产业中的领头羊，要把握制造业、服

务业融合的趋势，以数字经济引导制造业向数字驱动型和服务型模式转变，并

将科研和教育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力，打造更多独角兽企业，同时进一步打

造要素开放，尤其是创新要素的全球流通。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年 10月 22日）

中国 2019年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额超 2700亿美元

2020全球服务外包大会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武汉峰会22日在中国光谷科技

会展中心举行，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副主任李西林在会上发

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0》显示，中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额已由 2005

年的 488.59 亿美元，升至 2019 年的 2718.10 亿美元。

具体来看，报告称，从 2005 年到 2019 年，中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 15年间

出口额增长达 7 倍，进口额增长达 3 倍，而在全球格局中，中国数字服务出口

排名第 8，数字服务进口排名第 7。

在出口方面，全球前十的依次是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荷兰、印度、

法国、中国、新加坡和日本；在进口方面，全球前十的依次是美国、爱尔兰、

荷兰、德国、英国、法国、中国、日本、新加坡和卢森堡。

报告认为，中国数字贸易增长迅速，近年来形成了顶层设计和一系列政策

部署，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也由2008 年的-0.34攀升至正值，并在 2019

年达到 0.06 的新高。

报告指出，中国数字服贸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在跨境电商

上，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105 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9 年中国跨境电商

零售进出口额达到了1862.1亿元人民币，是2015年的5倍，年均增速达到49.5%。

在服务外包上，2019 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389.1 亿美元，执行额

968.9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5.4%和 9.3%；其中以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

检验检测服务、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为代表的高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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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外包业务快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15.3%、20.5%、37.1%和 53.2%。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新华日报：服务外包，国家竞争“新阵地”

近年来，随着作为商品的服务业产品生产大量由他方提供，“服务外包”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力发展。

所谓外包，是指企业动态配置自身和外部市场的功能和服务，利用企业外

部资源为企业内部生产和经营服务。

外包是企业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企业为保持核心竞争能力，将非核心业

务委托给市场专业机构，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组成部

分。外包业是在社会生产和服务专业化分工深化下新兴的行业，给企业和社会

带来新活力。

由于一个企业可以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外部的任何市场主体，所以根据外

包企业和承包企业的地理区位分布，可将外包分为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在岸

外包是指外包商与其供应商来自同一国家，外包工作在同一国内完成。离岸外

包则指外包商与其供应商来自不同国家。

根据外包任务的性质，服务外包又可分为“蓝领外包”和“白领外包”。

“蓝领外包”指产品生产制造过程外包，是一种制造生产过程外包。如许多企

业将最终产品的中间品生产外包由其他公司生产，母公司仅从事产品的研发设

计、组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核心业务，如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

“白领外包”亦称“服务外包”，指将技术开发和企业的其他服务活动外

包。许多企业将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财务服务、法律服务等专业性高的内容

全部外包，如有的医疗机构将病人的检查拍片、阅读诊断全部外包给专业的医

疗机构，提高诊断正确率和诊断效率。

服务外包的兴起与发展，是服务产品标准化、可物理化、可异时空化和法

律制度环境优化的结果，颠覆了传统社会对服务产品的认知。

首先是服务产品的标准化。在传统服务业中，由于每个消费主体对服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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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求不同，服务产品标准化困难，这就是所谓的“众口难调”。但目前大部

分服务产品都有统一标准，服务产品消费后有投诉反馈和产品修正机制，使得

服务产品标准化受到社会接受。如许多金融机构和数据应用机构，将公司的业

务数据管理外包给专业公司处理。

服务产品可实现物理固化。在传统社会，服务产品有许多是可体会不可“抓

住”的虚拟产品，难以固化保存，但现代技术可将许多服务物理固化于一个实

际载体上，服务随载体而转移，如各种文娱软件可随电脑、手机等产品的转移

而转移。

服务产品不再受到时间空间限制，可异地异时消费，在一个地方生产的服

务产品可被远程差时消费，如近来广泛流行的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咨询

等服务业态。服务产品的可异地异时化消费，是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

大大提高了服务产品的生产供给与消费，方便了服务产品的全球流通。

此外，世界各国法律环境不断改善，较好解决了服务外包中的机会主义和

逆向选择问题，使服务外包商和承包商有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为服务外包提

供了制度保障。

目前，基于劳动力资源和素质优势以及信息网络的便利条件，我国成为承

接国际服务外包大国之一，广泛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 IT业、数据管理、金融后

台支持等外包服务。同时中国企业也向其他国家外包相关服务。与中国相比，

印度在服务外包承接上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化等优势，是国际 IT离岸外包市场的

中心。服务外包已成为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个国家和企业竞

争的重要领域。

（来源：张为付（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

2020 年 09 月 29 日）

经济参考报：俄数字货币合法化进一步 可数字金融资产交易

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全球持续升温，多国在近期加紧了数字货币研发

和布局的步伐。在俄罗斯，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将可进行数字金融资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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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禁止在俄境内用它支付商品及劳务费用。俄专家认为，这是俄在替代货币合

法化方面迈出的“胆怯的”第一步。

7 月 31 日，俄总统普京签署《数字金融资产和加密货币调解法》。该法律

出台前，俄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无法可依。俄“专家评级”机构负责银行评级

的主管伊万·乌克烈英认为，这将对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产生积极影响。关于

监管加密货币前景的不确定性将被消除。

制定该法草案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金融市场委员会主席阿克萨科夫在

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采访时说：“这部法律的主要任务是为在金

融结算中更广泛使用数字技术赋予合法性，为这一交易市场制定官方游戏规

则。”

根据《数字金融资产和加密货币调解法》，数字金融资产指的是在信息系

统中发行、清算和流通的数字资产权利。数字资产可以作为抵押、买卖和交换

的对象，但不可以用作支付手段。

阿克萨科夫认为，俄金融市场将获得一种新的投资工具，会对整个经济产

生积极影响。据他介绍，企业将能够利用数字资产与外国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并

加深贸易联系。

此外，公民还可以从信贷机构购买数字资产。但在此有一个条件：如果某

种数字资产的发行不是在俄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就不可能从俄信贷机构购买。

不受俄法律约束的数字资产只能在国外平台上购买。

该法将数字货币定义为信息系统中包含的电子数据（数字代码或符号）的

集合体。阿克萨科夫解释说，加密数字货币不是货币单位。加密货币的民事流

转受到限制。

“由于数字货币的合法化将对卢布构成威胁，因此数字货币不能在俄支付

任何商品和服务。在法律框架内，卢布向来并且仍然将是俄唯一的合法支付手

段。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考虑过加密数字货币可以与卢布平起平坐的想法，

没设定过这样的目标。”阿克萨科夫补充说。

俄菲纳姆公司分析师科尔涅夫认为，俄禁止使用数字资产作为支付手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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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与当局希望将数字资产的金融诈骗风险降至最低有关。

科尔涅夫指出：“如果允许将数字资产用作支付手段，那么会出现逃税、

滥用资金、非法套现和向国外转移资金等很多漏洞。此外，由于无法跟踪支付

过程，还将为不怀好意者资助恐怖组织提供便利。”

不过，专家认为，《数字金融资产和加密货币调解法》只是加密货币流通

的第一部框架法，并未使加密货币在传统理解上合法化。

国家杜马数字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波雅尔科夫认为，该法可能造成一种局

面，即部分交易处于合法领域，而大部分市场首先是支付领域处于灰色区域。

对此，阿克萨科夫表示，议会计划在秋季会议上通过另一部法律，确定更

详细的数字货币监管。

俄监管机构表示，正在研究中国和瑞典在数字货币领域的经验。俄专家认

为，俄立法将数字货币合法化有利于中俄贸易发展。

俄央行和俄联邦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美元在俄中贸易

中的占比下降 5个百分点，跌至历史最低的 46%，首次低于一半。本币和欧元占

比达到创纪录高位：分别为 24%和 30%。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新华网：数字贸易加速崛起 成服务贸易发展新亮点

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线上医疗健康……在疫情影响下，旅行、

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发展受限，但一大批“互联网+”线上模式的服务贸易风生

水起。

近年来，随着出境游升温、国内消费需求升级，中国消费者成为海外免税

市场的重要客流。但在江苏南京的江北新区，家门口的“免税店”引人注目。

近日，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中国丝路集团共同倡议发起的全球数字贸易

基础设施全球总部落户江北新区，全球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同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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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一个缩影。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

贸易发展报告 2020》显示，中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额已由 2005 年的 488.59 亿

美元，升至 2019 年的 2718.10 亿美元。其中，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在 2019

年达到了 1862.1 亿元人民币，是 2015 年的 5 倍，年均增速达到 49.5%。

此外，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量累计达 7 万件，位居全球

第一；中国社交媒体海外业务拓展势头强劲，过去一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

增长 3亿多，总数近 37亿人。

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顾学明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数字科技

创新和应用推广加速，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服务可贸易性正大幅提升。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显示，近年来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呈现加速发展势头，

规模达到 3.2 万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提高至一半以上。去年中国数字服务

贸易进出口额 2700 多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约 35%。其中，数字服务出口 1400

多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 50%。

顾学明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推动疫后重振中，数字新业态新

模式充分展现了零接触、跨时空、敏捷性、普惠性的优势。随着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垂直领域融合深化，数字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宽，

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动力十足，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为更好推进对外贸易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全国多地正

推出特色举措。比如在江苏苏州，当地依托跨境电商公司等平台企业技术力量，

利用电子商务远程交易的优势，集成更多更优的贸易综合服务，打造苏州数字

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企业利用新型数字化手段开拓国内外市场，助力稳外

贸、促消费。

根据《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0》，未来进一步发展数字贸易应从提升

战略认知、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基础、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搭建国际化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加强规则衔接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抢占数字

贸易发展制高点。

（来源：新华网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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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报：畅通外循环 服务好内循环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实质性成果，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正在朝着良好的态势

发展。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降转升，主要指标增速

由负转正，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0.7%，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4.9%。而前三季

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0.7%，首次实现年内累计增速由负转正。9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8.7%，进口大增 11.6%，远超市场预期。国际国内形势的

发展，对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意义重大。进一步多举措畅通外循环，才能更好地服务内循环，从而实

现双循环相互促进。

在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达到 23 万多亿

元，数字背后是中国与世界为彼此提供的巨大市场需求、解决就业和维持国内

经济走向复苏的机会和成果。中国外贸增长由负转正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复苏创

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能够为全球经济复苏增添

更多信心。IMF 对于全球经济增速的最新预测较 6 月时提升了 0.8 个百分点，WTO

最近则将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降幅由4月份下降12.9%的预估值调升至下降 9.2%。

从负增长到正增长，再到月度增幅扩大，“外循环”的畅通良好表现，得益

于中国疫情防控领先于全球，离不开中国供应链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更得益于

“六稳”“六保”等宏观调控手段的综合施效。畅通外循环才能服务好内循环。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我们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弥补国内生产要素方面的一些短板，

比如土地、粮食、石油等资源，从而让经济要素的匹配效率更高，适应经济体

量的日益增长需求。从产能角度，通过外循环才能让国内产业已经形成的国际

市场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多顺畅运转的空间。

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外贸环节获得的外汇可增强国内购买力和国民收入，而外

循环越通畅，才会让内循环更有质量，更有效益。

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双循环”不能也不会是闭关自守，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国际市场。尽可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更多地通过与国际社会

的各种关联来有效获得外部资源，充分利用外部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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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统一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才能为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充足

的外部动力。与此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疫情可能出现第二波的

背景下，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在增大，持续激增的国际市场需求并不

具备可持续性，因此，中国经济更稳健持久的增长动能离不开内循环的稳定高

效。

扩大内需是内循环的战略基点。国内循环为主体，有必要扩大和畅通国内需

求，主要是投资和消费。从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来看，降幅连续

收窄，但对经济的贡献仍然是负数，“稳投资”仍需继续加码。而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幅开始转正，消费整体有望继续回暖，但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

主力仍需在“稳就业”和居民收入二次分配上下大力气。内循环的有效性说到

底还是要以更深融入全球大循环为依托并实现两者的良性促进，才能进一步突

显内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体地位。

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和疫情冲击，中国新一轮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正在

进行中。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唯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和

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才能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闯关探路。而进一步畅

通外循环服务内循环的通路，则需要经济贸易政策反映全球化进程中的周期性

变化特点，适应不同国家地区市场变化方向，具备更多抗冲击性的韧性和弹性，

从而有效实现内外互济，加快促进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0 年 10 月 22 日）

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下滑 30% 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

幅

世界贸易组织 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贸易额同比下

滑 30%，创 2008 年至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各地区服务贸易额均出现下滑。从服务贸

易出口来看，北美地区同比下滑 32%，亚洲和欧洲地区分别下滑 29%和 26%;从进

口来看，北美地区同比缩水 36%，亚洲和欧洲地区分别下滑 32%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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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多数服务贸易相关行业普遍遭受疫情冲击。具体而言，旅游业受冲

击最为严重，国际旅客支出同比减少超过八成;交通运输业贸易额下滑 31%。

同时，受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等因素影响，计算机服务领域逆势增长 4%，金

融服务领域基本保持稳定。

综合世贸组织此前发布的数据，相比货物贸易而言，全球服务贸易缩水更

为严重。

（来源：新华网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对外贸易杂志：疫情正在改变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路径

疫情正在改变当今社会发展历程，从生活到生产无一例外，中国服务贸易

正面临发展路径的重大选择。

从 2010 年至 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在结构上呈现三个明显特点：第一，

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部贸易总额不足五分之一，从 2010 年的 12%到 2019 年的

15.8%，每年缓慢提高；第二，服务贸易长期逆差，1995 年之前保持顺差，之后

长期逆差增长，2019 年达到 1.5 万亿美元；第三，服务贸易的传统优势在运输

和旅游两大服务行业，约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50%以上。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主要表现在消费

市场结构、服务贸易结构、区域贸易合作伙伴均发生趋势性变化，这是 2001 年

中国加入 WTO 近 20 年来的重大转折。1 至 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万亿元，

同比下降 11.4%，但是网上零售额 5 万亿元，增长 7.3%，占零售总额的 25%。1

至 6 月服务贸易进出口呈现结构性变化：一是逆差下降 46.1%至 4017.1 亿元，

同比减少 3440.1 亿元；二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9744.3 亿元，占服务进出口

的比重达 43.7%。1至 6月中国贸易伙伴排序更迭，东盟成为第一，欧盟第二，

美国第三。6月份美国进出口第一，主要是今年上半年实现进口 603 万吨大豆、

小麦、玉米等使然，纵观全年排序更迭带有趋势性。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幅度变化？归根到底是数字技术改变和推进了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疫情是全部变化的导火索和催化剂，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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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法则，使用国家手段分裂全球市场，控制科技制空权，

操纵企业行为。由于美国是世界强国，其行为加剧了全球市场重构，在许多领

域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

中国服务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怎样适

应和选择发展路径？当下优先解决哪些问题？综合起来，在商业存在、跨境支

付、境外消费和自由人流动四种实现方式原则和框架内，至少有以下四个领域

会发生重大改变，以至于影响今后五年甚至十年的路径走势。

第一，转口贸易加强单据处理贸易第三方服务，弱化再出口贸易。传统的

转口贸易可分为再出口贸易和单据处理贸易两种。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跨境

电商特别是 B2B，严重冲击再出口贸易，其中再加工环节一般放在出口方和进口

方两端完成。数字化的货物贸易增值服务、金融服务，货物保险、汇算结算、

物流服务等第三方服务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成为转口贸易的主要实现方式。

仅此一项将会发生数万亿级的交易额。最近美国终止香港贸易优惠待遇，对转

口贸易提出严峻挑战。例如，2018 年香港出口额 129 亿美元，转口额 5563 亿美

元，是出口的 43 倍，57%的转口来自内地各省。要在东南沿海城市港口承接和

替代这笔贸易，加快 B2B 跨境电商发展和单据处理数字化服务是唯一选择，而

且刻不容缓。

第二，构建制造业服务数字平台，加快工业入网落地运营。数字平台具备

强大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方面，包括起步较晚的信息

撮合、技术赋能，其中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平台规模最大，例如服务于产业的

B2B 电子商务平台 2018 年交易规模 19.5 万亿元，2019 年网贷平台成交量达到

9649 亿元。对现有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许多智库对今年市场预测较为统一，即

今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达近万亿元。目前依托数字平台，主要培育产业

应用场景，重点打通消费与生产、供应与制造、产品与服务间的数据流和产品

流。在跨境电商领域，允许通过电子围网等技术手段将海关监管范围扩展到经

认定的国内仓、集货仓，构建系统、智能的物流服务体系和产品溯源体系，使

产业制造和对外贸易一体化高度链接并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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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服务业投资面向服务全产业链并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为宗旨。实现

内外双循环尤其是内循环绝不是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城市新基建应重点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

的智慧城市。具体投资项目要补齐全产业链链条，比如学习亚马逊模式，让电

商成长为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是全方位的服务产业链。在城

市以社区为平台，社区需要就是投资重点，比如投资新零售分布式商业，在社

区建立线下商业网点。比如投资中央厨房解决职工家庭餐饮便利问题。比如建

立家政护理中心，解决千家万户尤其是老年人医疗护理问题。有效提升居民消

费水平，仅仅是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只有让居民切身体验到生活质量的提高，

才能撬动居民高储蓄转化为高消费。这才是服务业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第四，消费互联网下一个风口是无接触经济。统计表明，2019 年中国第三

产业占 GDP 的 55.7%，美国这个比例是 82%，消费互联网还有足够大的利润空间。

把握好细分市场的质量和效益是发展重中之重，线下体验线上交易是消费互联

网商业模式的精髓所在。疫情之后，无接触经济会迎来高速发展，包括线上医

疗、线上教育、线上展览、线上旅游、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等。从国内外发展

情况以及疫苗面市的时间判断，可以预期明年是旅游经济的风口年，境外消费

也会出现高增长态势。网上旅游和网上零售不同，它恰恰是线上体验线下交易，

比如商家可以更多设计 VR、AR、MR 场景体验，把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

消费品购买放在线上先期体验，由此还可以带动娱乐游戏消费产业的发展。一

旦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旅游消费会呈现爆发式增长。

（来源：中国服务贸易协会首席专家、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

2020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贸易报：DMCC 发布《贸易的未来 2020》报告

“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具体而言就是中美的

贸易摩擦，将左右 21 世纪 20 年代的全球贸易格局。影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其速度及幅度前所未见，但它也加速了诸如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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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全球供应链，以及重新考虑国家/地区安全在贸易政策中的作用等趋势

的发展，大幅度塑造了贸易的未来。”这是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DMCC）日

前发表《贸易的未来 2020》报告中的分析。

《贸易的未来》是 DMCC 深度剖析全球贸易趋势的洞察报告，2020 年报告

已经是其第三版，这份报告分析地缘政治、科技和全球经济趋势对未来贸易的

影响，其关注重点包括贸易增长、供应链、贸易融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

除了提供分析之外，该报告还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明确且切实的贸易政策建议。

“目前全球贸易正处于前所未见的境况，而《贸易的未来》报告旨在探讨

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可能情景。尽管当下经济明显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

报告鲜明指出，全球通力合作对贸易的未来乃至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各方找到

彼此的共同点，携手推动国际贸易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DMCC 执行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本•苏莱伊姆（Ahmed Bin Sulayem） 表示，通过报告的

研究，DMCC 不仅明确列出影响全球贸易发展的障碍，更提出如何扫除此等障碍

的解决方案。

DMCC 首席运营官费亚尔·艾哈迈迪（Feryal Ahmadi）补充说：“2020 年

对全球贸易秩序而言是一个临界点，这将定义其未来 10年的发展方向。《贸易

的未来》报告表明，如果企业和政府能通力合作克服现有的障碍，将取得积极

正面的成果。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中，我们确定了四个关键要素，如果将这些要

素综合在一起，到 2030 年可推动贸易增长 18 万亿美元。这些要素包括支持贸

易发展的科技，跨境服务贸易的增长，贸易政策以及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资。

通过在供应链、制定贸易政策和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上不断创新，这将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各国的经济优先次序不同，各地政经界对 ESG (环境、

社会、企业管治)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进取程度也有差别，但 ESG 和可持续发展对

贸易格局的影响不容忽略。总括而言，促进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加强协作和建

立新的合作方式。提供对未来方向的判断，而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分析对 DMCC

一直以来至关重要，因此，在整个报告中为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实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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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字平台等技术有潜力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

开辟全新商业和贸易机会来推动贸易。技术将在促进跨境服务贸易增长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然而，科技与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科技可能导

致全球价值链缩短，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一系列更广泛的结构性影响。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阻碍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激发了新一轮保护主义

浪潮。然而，经过重大创新后，贸易政策在 21 世纪 20 年代仍有空间推动贸

易增长，这将出现一个由双边、区域和诸边协定组成的更复杂的全新贸易秩序。

二十国集团 (G20) 等论坛在推动数据贸易等关键问题的政策制定方面将变得

更加重要。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服务贸易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仅与中国经济

发展阶段的资源要素禀赋相匹配，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实现外贸增长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尤其是发挥服务贸易对于稳

外贸、稳外资、稳就业、稳供应链的重要作用，对于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深化服务贸易发展创新试点是推动服务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自 2016 年中国开展服务贸易创新试点以来，在完善服务贸

易管理体制、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

不断进行制度探索和政策创新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涌现出一批向全国复制推广

的新经验和新做法。2019 年 17 个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额占全国比

重超过 75%，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区域。2020 年 8 月中国新一轮服务

贸易创新试点地区扩至 28个。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的批复》(国函〔2020〕111 号)，2020 年 8 月商务部出台了《全面深化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顺应服务贸易数

字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针对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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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八大试点任务和 122 项具体举措。试点任务突出以制度型开放和创新驱

动为引领，着眼于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更深层次改革、更宽领域发展，重点在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新业态和

新模式发展等方面加强探索。旨在通过新一轮试点，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成

果，从而为中国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标准进行压力测试并积累经验，为推

动全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

第一，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深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任务提

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努力形成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一致、统筹

更加有力、服务更加到位的服务行业与贸易管理体制。其目的是进一步扩大试

点地区的制度性探索空间，激发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服务

贸易涉及行业多、管理部门多、协调难度大，相互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尤为重

要。因此，方案在顶层设计层面更加强化部门配合协同机制，重点强调了国务

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对服务贸易扩大开放、政策创新、贸易促进、信

息共享、监管协调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作用。在试点层面更加强化简政放权和服

务职能。把“放”作为深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是取消不必要的

审批事项。如，取消保险支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事前审批、探索取消拍卖许可

等。二是下放审批权限。如，进一步下放港澳地区投资设立旅行社权限，下放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权。三是简化流程。如，简化外资旅行社审批流程、缩

短审批时限。四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如，促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由货物

贸易拓展涵盖到服务贸易领域，逐步覆盖国际贸易管理全链条。

第二，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深化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当前，大幅消除各

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服务业开放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全球高

标准自贸区的重要特征。因此，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着力点。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开放滞后，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

外资准入限制性壁垒过高，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而且导

致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为此，试点任务提出，要从制度层面和重点领域持续发

力提升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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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技术贸易、会展、金融、教育、物流等领域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如，扩大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允许外国机构独立举办冠名“中国”“中

华”“国家”等字样以外的涉外经济技术展，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投资管理

机构、开展人民币经营业务，设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支持

外资设立专业健康保险机构，建设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等。

二是放宽执业资格限制和推动执业资格互认。执业资格限制是制约医疗健

康、专业咨询、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尤其是港澳

与内地的执业资格不能互认，不仅严重影响了港澳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向内地

提供服务，也影响了港澳融入发展国家大局。方案针对上述问题出台了多项改

革措施。如，符合条件的港澳医师可按程序取得内地医师资格，开展与港澳专

业服务资质互认试点等，这些措施将有效促进港澳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内地

发展。此外，推动境外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和执业，这些举措有利于吸引海内外

人才。

三是加强建设国际服务贸易合作园区。园区是开展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重

要平台。方案提出，要集中精力打造中日、中韩、中俄、中新、中英、中德等

服务贸易合作示范园区，将为中国与上述重点国家的机制化合作进行先行先试

探索。

第三，以促进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重点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方案围绕形

成促进技术、资金、人员、数据等服务要素跨境流动的营商环境，提出了一系

列举措。

一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要率先形成对标国际的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

制度框架，引入国际高水平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资源及

产品供给。如，开展外国专利代理机构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试点，开展知识

产权信息专业检索及分析、知识产权专业数据库建设等。

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突破美国金融围堵，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

地位和话语权的需要。方案提出了开展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跨境使用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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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人民币结算，建立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和再融资服务体系，支持设立人民

币跨境贸易融资支持平台，支持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设立人民

币海外投贷基金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三是优化外国人入境、过境免签证政策。如，为境外人员旅游就医提供出

入境和停居留便利，推进来华就医签证便利化，推动中国中医药服务出口；为

内地与港澳联合举办“一展两地”或“一展多地”的跨境会展办理多次入境有

效签证。这些自然人流动的便利措施，将有利于促进旅行、会展等服务贸易发

展。

四是完善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的管理制度。服务贸易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竞

争。坚持引资与引智相结合，“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是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

力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方案在海外人才就业创业、证件办理、

社会保障、出入境服务、子女入学、出入境便利、资质互认等方面加大政策力

度，旨在打造吸引海外人才的良好环境。尤其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

长三角区域的试点地区，在引进外籍高端人才提供签证和停居留便利、职业资

质互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为三大经济圈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提供

了重要人才支撑。

五是加快推动数据安全自由流动。随着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战略资

源，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网络数据安全、数据知识产

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内容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竞争的焦点。加快

探索构建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同时也是中国提高开放创新水平的

迫切需要。为此，方案从提升互联网资讯开放水平，加强网络数据安全保护，

探索跨境数据流动分类监管模式，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优化数字

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举措。此外，还从探索科技资源流动便利化，

推动科技人员往来畅通、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科研仪器设备通关便利、大

型科学设施和科技资源共用共享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促进科技要素流动。这些

举措对于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技术竞争，推动数字经济

时代的开放合作创新，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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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随着数

字经济强势崛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

同时为促进服务贸易增长和结构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试点任务指出，要努力

形成有助于服务贸易业态创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一方面，要利用数字赋能扩

大文化、体育、版权交易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增长空间。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

京津冀、长三角试点地区创立艺术创研中心，设立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打

造全国版权展会授权交易体系，推动体育消费创新。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技

术发展与应用。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挖掘

和交易等跨境服务，探索数据服务采集、脱敏、应用、交易、监管等规则和标

准，推动数据资产商品化和证券化、大数据交易新模式及数据交易安全和数字

人民币试点。

第五，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服务贸易合作。建立以多双

边合作为基本框架的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体系，是中国加强开放合作创新，共同

探索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规则，开拓国际市场新空间的重要选择。试点任务强

调，要通过建立国内外市场有机联动的促进体系，面向全球配置资源，拓展市

场发展新空间。方案提出，一要积极拓展多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将服务贸易纳

入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二要推动服务贸易平台建设。尤其要加强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区域性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各类园区及境外经贸合作

区等平台推动服务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三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

服务贸易合作。重点要在文化、专业服务、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电子商务、

交通运输等领域加强重大项目合作。如，打造丝绸之路影视桥、“电视中国剧

场”品牌、法律服务中心和商事仲裁中心等。这些举措将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进程，深化以民心相通为基础的“五

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的多边治理模式，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可持续发展。

第六，以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优化服务贸易政策

促进体系。数字技术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对建立系统性、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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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的政策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一是针对服务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等问题在

财政金融支持方面加大力度。如，发挥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规

范引导针对小微服务贸易企业的融资担保机制，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扩大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降低中小微服务贸易企业融资成本，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保障。二是探索符合服务贸易发展特点的监管方式，实现监管职权规范、系统

优化和效能提升。重点在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等重点领域补短板、强弱项，建

立和优化监管制度。如，完善技术进出口监测体系，对涉及关键技术、平台安

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的数字技术领域加强综合监管。要完善与创新创

业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激发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

第七，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完善的统计制度和科学的统计方法是实现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我们摸清家底、科学评估服务贸易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方

案强调，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统计方法，优化统计监测系统工作机制，建

立全口径统计方法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迎来服务贸易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机遇。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5G 网络技术与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加速融合，将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扩大服务可贸易范围，

催生更多的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动中国贸易结构向货物贸易与服务

贸易并重发展，有效改善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尤其是通过数字赋

能，提高服务贸易可数字化水平，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规模。新一轮试点

方案的发布，将为新时期全国服务贸易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以知识密集型为主

导的服务贸易结构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必将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迈上新

台阶。

（来源：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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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国际贸易与壁垒应对”云论坛在广东东莞召

开

2020 年 10 月 15 日，“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国际贸易与壁垒应对”云论坛

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本次论坛由农业农村部贸易促进中心（中国贸促会农业

行业分会）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和东莞市人民政府为支持单位。论坛邀请

国内外有关专家，围绕农产品电商发展、农产品贸易形势和农产品技术性贸易

壁垒的影响与应对等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分享国际农产品市场及进出口情况。

论坛首先邀请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首席电子商务专家李鸣涛就农

产品跨境电商发展形势、农产品跨境电商特点、创新实践和经验和农产品跨境

电商发展建议四个话题进行了报告。近年来，在跨境电商政策红利、互联网技

术赋能、消费升级等多种利好因素叠加作用下，农业与跨境电子商务创新融合

不断加强，逐步成为拉动农业贸易增长、驱动农业贸易变革、赋能数字农业发

展、助力数字乡村建设、重塑农产品跨境消费的新引擎。报告指出国内农产品

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不足、质量安全认证体系不完善、农产溯源体系不健全等

痛点制约着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高速发展。下一步应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激

发农产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新动力；聚焦特色产品，培育区域农产品跨境电

商新业态；深化供应链联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借力跨境

电商赋能农产品品牌化，拉动农业迈入国际化快车道。

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产业安全处副处长李婷就全球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发

展趋势、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和如何应对不合理的技术性贸

易措施（贸易壁垒）等课题进行了报告。报告通过详细的数据指出全球农产品

技术性贸易措施数量呈增长趋势，关税水平低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国等）技术性贸易措施更多，发达国家农产品技术性措施覆盖率接近 100%。

目前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尤为显著、如何应对出口市场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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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日本食品化学新闻社董事大豆生田、中阿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马学忠、

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首席代表 劳九迟和 German Food Asia 总经理严德夫分

别就国际农产品贸易和合作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新冠疫情对农业农村产业带来严峻挑战和逐步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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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背景下，本次云论坛关于农产品跨

境电商、国际贸易壁垒应对等课题提出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得到了与会嘉宾和

线上观众的认可。本次云论坛通过南方+客户端进行了线上直播、10多万在线观

众参与了本次云论坛。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天津日报：天津滨海新区跨境电商产业逆势增长

今年 1 月至 9 月进口申报订单 2041 万单货值 33.29 亿元

记者从天津市滨海新区商促局获悉，今年 1 月至 9 月，滨海新区跨境电商

进口申报订单 2041 万单、货值 33.2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9%、3.87%，出口

单量 78.8 万单，货值约 2435 万元。在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下，滨海新区跨

境电商产业逆势增长，跨境电商知名企业集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滨海新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跨境电商“9610”直邮、“1210”

保税仓、“9710”B2B 交易、“9810”B2B 海外仓出口 4 种模式全覆盖，随着全

模式调通和 B2B 出口规模快速增长，滨海新区跨境电商体量将不断提升，为天

津市开辟一条“天津制造”销往全球的新通道。

目前，滨海新区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保税仓储面积已达 15万平方米以上，

并计划建设包括跨境电商产业园在内的40余万平方米跨境电商仓储设施；同时，

跨境电商产业生态链元素也在优化创新，天津港保税区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建

设一期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初步建成，为航运、物流、贸易等企业提供便捷高效

的“一站式”通关服务；东疆保税港区在全国首创海关监管区内建设快递分拨

中心，实现了保税与非保业务集中存放、集拼出区。

滨海新区商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滨海新区将继续以建设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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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助推天津成为中国北方跨境电商发展高地，同时通过市、

区、开发区三级联动，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支持政策；并结合滨海新区整

体功能布局及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加速产业聚集，重点打造跨境电商产业聚集

区，推动保税仓公共仓建设。

（来源：天津日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亿邦动力：预计 2020年越南电商市场规模降至 110亿美元

Statista 数据：2020 年阿联酋电商收入预计将达 57.46 亿美元

近日，在线统计数据门户 Statista 基于阿联酋商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相关

数据资料，发布了 2020 年阿联酋电商市场预测数据。数据显示，2020 年整个阿

联酋电商市场的收入预计将达到 57.46 亿美元。

数据表明，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阿联酋有更多的消费者从线下转至线上消

费，今年阿联酋人口约为 990 万人，电商用户数 670 万，用户渗透率为 67.8%。

同时，食品和个人护理市场的收入增长率显著提升，达到 54.8%。

从年龄段来看，23-24 岁之间的人群是最核心的电商用户，表明年轻化是阿

联酋电商卖家选品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于阿联酋本国文化特殊性，女性消费者

一般会在男性家庭成员代下单，阿联酋电商市场中男性用户占比 90%。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阿联酋正在逐步向无现金经济转型，电商市场由

此快速发展，相关机构数据显示，自 2017 年以来，阿联酋的线上交易额已增长

了 6 倍，2022 年，阿联酋的电商市场估计价值为 271 亿美元。

预计 2020 年越南电商市场规模降至 110 亿美元

10 月 23 日消息，据越南工贸部数据显示，在最坏的情况下，预计 2020 年

越南电商市场规模降至 110 亿美元，比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预计减少26亿美元。

据悉，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印度街头食品供应商家业务遭受严重打击。根

据声明，Swiggy 与 MoHUA 将在艾哈迈达巴德、金奈、德里、印多尔和瓦拉纳西

这五个城市招募 250 家供应商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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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还将帮助街头食品供应商获得正式的注册资格、

定制数字化菜单，并为他们提供包装和卫生习惯方面的培训。不仅如此，他们

还将为小商户提供高达1 万卢比的营运资金贷款，贷款在12个月之内还完即可。

重庆保税港区跨境电商退货仓正式投用

近日，重庆保税港区跨境电商退货仓正式投用，打通退货最后“一公里”，

为跨境电商企业降本增效。

按照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

工作的通知》， 今年 5 月，重庆海关联合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创新监管模式，形

成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在寸滩水港 5 号库设立了跨境电

商退货仓，并率先与菜鸟网络、考拉海购达成跨境电商零售退货入区业务合作，

该仓库于近日正式投入使用。。

今年 1-9 月韩国跨境电商出口 1840.9 万笔

近日，韩国关税厅（海关）资料显示，今年 1-9 月韩国跨境电商出口 1840.9

万笔，已超去年全年 1319.8 万笔的总数，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同时，出口额

由 2016 年的 2.69 亿美元增至今年前 9 个月的 8亿美元。

据悉，今年以来，日本消费者的韩国海淘订单为770.1万笔，占总数的41.8%，

中国大陆以占 32.6%的 600.2 万笔位列第二，而后是美国 6.7%、新加坡 6.2%。

从品类来看，韩国香料与化妆品出口订单数量连续 5年排在前列，在 2016

年到今年 9 月的跨境电商出口订单总数中，占比达到 33%，极大拉动了韩国跨境

电商的发展。。

孟加拉电商服务公司 ShopUp 完成 2250 万美元 A 轮融资

近日，孟加拉电商服务公司 ShopUp 宣布完成 2250 万美元 A 轮融资，此次

融资由红杉印度和 Flourish Ventures 共同领投，Veon Ventures、Speedinvest

和 Lonsdale Capital 参投。据悉，ShopUp 成立四年以来，已获得总额约 2800

万美元的投资。

欧洲时尚电商 Zalando 预计第三季度 GMV 涨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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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尚电商 Zalando 于近日表示，预计第三季度其 GMV 大涨，从 28%至

31%，约在 24.3 亿欧元至 24.8 亿欧元之间，收入也将从 20%升至 23%，总额从

18.3 亿涨至 18.7 亿欧元，因此 Zalando 预计全年 GMV 将增长 25％-27％，收入

将增长 20％-22％。

全文阅读链接：http://www.ebrun.com/20201025/407286.shtml?eb=com_chan_lcol_fylb

（来源：亿邦动力 2020 年 10 月 26 日）

经济参考报：贸易引资逆势增长 开放加码彰显中国担当

前三季度，我国对外经贸合作领域交出靓丽答卷，走出逐季稳步回升曲线，

并双双实现了年内累计增速由负转正。其中，9月当月，外贸进出口、吸收外资

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两位数正增长的成绩。分析指出，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的

当下，中国以扩大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行动为世界经济复苏助力，彰显了大国担

当。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市场开放还在持续加力。《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

进入四季度，相关部门密集部署，正在推进包括新版外商投资鼓励产业目录、

海南自贸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重磅利好政策将于年内出台，一批重大外资项

目也在落地建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经贸盛会如期而来，都在为全球

贸易投资增添动能。

总量结构双双稳步向好

“三季度同比增长 20.4%，明显高于一季度的-10.8%、二季度的 8.4%。”

在 22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指出，前三季度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 7188.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2%，是今年以来吸收外资首次实现美元、

人民币两项累计指标“双转正”。

不仅总量向好，吸收外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宗长青介绍，从资金投向

来看，1 月至 9 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5％，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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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6.4%。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31.2%、72.8%和 92.5%。

从资金来源来看，在主要投资来源地中，1月至 9月，香港地区、新加坡、

英国、荷兰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11%、8.6%、32.8%、150%（含通过

自由港投资数据）。

与此同时，对外经贸合作的另一重要指标，货物进出口也同样走出量和质

同时稳步回升曲线。在总额上，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3.12 万亿元人

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0.7%，实现累计增速转负为正。分季度来看，一、二、

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速分别为-6.5%、-0.2%，7.5%。其中，三季度进出口总

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创下季度历史新高。

在结构上，一系列指标都显示贸易正在向更高质量迈进。从国际市场布局

来看，我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7.7%，东盟成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1.5%；对欧美传统市场出口积极恢复。从商品结构来看，

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 0.8 个百分点至 58.7%，集成电路、计算机、医疗器械等

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速分别达 14.9%、10.7%和 48.2%，持续升级

态势明显。从业态和模式创新看，动能转换加快，跨境电商进出口、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出口分别增长 52.8%和 35.5%。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今年世界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形势下，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吸收外

资都顶住了压力，并走出逐季稳步回升的曲线，实属不易。“这首先得益于我

国率先实现有效控制疫情并推动企业复产复工，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运转。与

此同时，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不断显现、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体系不断完善等，也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外经贸合作的逆势增长。”他说。

开放加码彰显大国担当

不仅各项指标加速回暖，新的开放举措也在加快落地。宗长青指出，接下

来将会同发改委加快修订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外资享受优惠

政策范围。他还透露，将落实北京市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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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则在推进外商投资项目储备。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将适时启动后续批次的国家层面重大外资项目申报工作。

她还透露，海南自贸港外资准入将有更多突破。目前，正在研究编制海南自贸

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海南省重点领域放宽外资准入先行先试。该清单将

于年底前出台。

另外，我国还在积极搭建平台，通过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一系列国

际经贸合作盛会，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市场机遇。

记者了解到，正在进行的第 128 届广交会上，近 2.6 万家境内外参展企业

在“云端”洽谈合作，畅通了疫情下受阻的商务往来渠道。之前召开的服贸会

吸引 1.8 万家境内外企业及机构线上线下注册参展参会。

第三届进博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如期在上海举办。作为世界上第一个

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在首届开幕式上，我国便向世界许诺：预计

未来 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万亿美元和 10万亿美元。两年

来，我国积极践行承诺，主动扩大进口，14 亿人口大市场持续加大开放力度，

获得了世界企业的认可，也在办展规模上实现不断升级。

庞超然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下滑大背景下，积极主动搭建开放合作平台，

将有助于国内外企业更好地互动交流，创造更多合作发展机遇。同时，中国市

场的大门越开越大，向更多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稳定需求，反映了负责任大国的

担当。

经贸合作有望再上台阶

不断释放的回暖迹象和政策利好，进一步稳固了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前景。

分析认为，展望四季度，贸易引资等领域有望取得更多突破。

宗长青指出，一系列成效再次证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没

有改变，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没有改变，外

商长期在华投资经营的预期和信心没有改变。“从目前看，我们预计，正常情

况下，今后三个月将继续延续当前的增长态势，全年有望实现稳外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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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也表示，我们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

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综合优势，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

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在庞超然看来，超大规模的中国市场正在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地

敞开，并在开放中收获更多合作机会，为全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对外经贸合作

奠定基础。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研究员李西林对记者表示，随着开放大

门越开越大，中国正在构筑“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并肩发展、世界市场

和世界工厂两种角色互促共进的全方位开放合作促进体系，为我国贸易投资高

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0 年 10 月 23 日）

商务部谈我国引资形势：全年有望实现稳外资目标

我国吸收外资连续 6 个月实现单月正增长；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0.4%，相比前两个季度出现明显反弹……

针对前三季度我国吸收外资“成绩单”，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 22日表

示，预计正常情况下，今后三个月将继续延续当前增长态势，全年有望实现稳

外资工作目标。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 至 9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7188.1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5.2%（折合 103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今年以来吸收外

资首次实现人民币、美元两项累计指标“双转正”。同时，引资结构进一步优

化，服务业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七成以上。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跨境直接投资持续低迷的形势下，我国吸收外

资缘何实现逆势增长？

宗长青分析说，这得益于众志成城的体制优势，率先复苏的宏观经济，持

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有求必应的服务保障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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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在全球率先由负转正，充分展现了经济的

韧性活力，从根本上稳定了外商投资中国的预期和信心。

据统计，以美元计，全国已有 19个省市吸收外资实现正增长，引资大省中，

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分别增长 2.5%、5.1%、9.3%和 27.9%。

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也来自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举措：出台稳外

资新政策；发布新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设立海南自由贸易

港，增设 3 个自贸试验区；出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加强投资保

护……

一系列措施让外商在华投资经营预期更加稳健，信心更加坚定。今年 1至 9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6367 家。

“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外资企业每年有进有出、投资有增有减，这些都

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市场规律。”宗长青说，但从总体态势看，进的多、

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我国吸引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不仅没有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而改变，而且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增强。

尽管今年以来稳外资工作成效总体好于预期，但受疫情全球蔓延、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今年四季度乃至明年，我国稳外资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

宗长青表示，未来商务部将持续抓好政策落地，会同国家发改委加快修订

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外资享受优惠政策范围，在全国增加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发布中国外商投资指引，为外商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便

利。

此外，商务部还将推进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据介绍，商务部会同 20个

相关部门和 6 个引资大省组建的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目前跟踪服务 697 个

重点外资项目，其中前期项目 84个、在建项目 201 个，预计可以带动投资额 2000

亿美元。

宗长青说，未来，商务部将积极协调解决重点外资项目用海、用地、用能

以及融资等方面需求，推广项目审批、评审“绿色通道”制度，加快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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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进度。

（来源：新华社 2020 年 10 月 23 日）

人民日报：三季度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三季度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在 23 日举行的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介绍，1

—9 月城镇新增就业 89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9.8%；9月份城镇调查失

业率 5.4%，低于预期控制目标。

制造业复苏明显，人才需求旺盛

发布会上，人社部对外发布 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

的 100 个职业排行，营销员、保洁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品营业员位列

“最缺工”职业前 5 名。快递员用工短缺现象有所缓解，排名从二季度的第二

名下降至第九名。

数据显示，三季度“最缺工”100 个职业的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环比“双

下降”。其中，招聘需求人数降至 131.6 万人，环比下降 11.6%；求职人数降至

49.2 万人，环比下降 33.8%；用人缺口数从二季度的 74.6 万人上升到 82.4 万

人，上升 10.5%。

从行业分类看，制造业复苏明显，人才需求旺盛。三季度，有 28个职业新

进入榜单，其中，19 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达 67.9%。与二季度相比，有

15 个职业短缺程度加大，其中 5 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达 30%，如铣

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等。

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职业短缺程度得到缓解。除“缝纫工”仍保留在榜单内，

医用材料产品生产工、药物制剂工、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等 5 个职业均退出榜

单，短缺程度明显缓解。

“从三季度的就业数据看，很多指标都恢复到正常状态，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说，在“最

缺工”100 个职业之外，去产能产业和传统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仍然较低，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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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市场竞争仍然激烈。

保就业效果显现，民企招聘活跃

“截至 9 月，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共为企业减免社保费 9107

亿元，缓缴社保费 616 亿元；1—9 月，共向 564 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 850 亿元，惠及职工 1.45 亿人。”卢爱红说。

“真金白银”支持政策的落地，有力帮助企业保住岗位、稳定就业。日前，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 2020 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

告》显示，三季度民营和股份制企业的招聘需求人数不仅实现了环比增加，同

比增幅也达到了 19.45%和 17.51%。合资、国企、上市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招

聘需求人数虽然不及去年同期，但也实现了环比增长。

“在各项保就业、稳就业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各类型企业的用人需求正在

逐步恢复。”曾湘泉说。

此外，我国灵活就业的形式日趋多样，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渠道、吸纳就

业的“蓄水池”。

卢爱红表示，接下来，人社部还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拓渠道、优环境、强

保障等举措，为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业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全力以赴稳定就

业大局。一方面，通过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在审批、管理、资金、场地等方面

给予“四免”支持，鼓励个体经营发展。例如，在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内销

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无须办理营业执照；对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

市道路占用费；落实阶段性减免国有房产租金政策，帮助个体经营者等灵活就

业人员减轻房租负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改造免费经营场地，优先向重点群体

提供。“另一方面，人社部门还将通过新职业的发布、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

拓宽公共就业信息服务范围等方式，支持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业。”卢爱红说。

发力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矛盾

面对依旧突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职业技能培训是破解矛盾的关键举措。

“今年以来，我们快速跟进出台线上培训政策措施，推出互联网+职业技

能培训计划，实施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让劳动者可以便捷参与线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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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培训。”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截至目前，百日免费线

上技能培训行动实名注册学员超过 1300 万人次，超过 1200 万人次参加线上培

训。

同时，各项针对重点群体的专项培训计划也纷纷出台。5 月推出农民工稳就

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年底前将培训农民工超 700 万人次，促进农民工职业技

能提升，改善农民工就业结构；7月启动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

帮助禁捕退捕渔民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实现上岸转移就业；10月启动实施康

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计划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培养培训各类康养服务人员

500 万人次以上，其中养老护理员 200 万人次以上。“接下来，人社部将通过加

强培训结业考核，严格证书管理，严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考评环

节，以确保培训效果扎实有效。”张立新说。

发布会上，卢爱红还介绍了人社扶贫的最新进展。截至 9 月底，25 个省份

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34.4 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07.5%，其中 52

个挂牌督战县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5.7 万人，是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16.2%；东部 9 省市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 793.5 万人，是去年吸纳人数

的 96.9%。中西部 22 个省份扶贫公益性岗位供安置贫困人口 494.9 万人，3.2

万个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43.1 万人。

（来源：人民日报 2020 年 10 月 24 日）

经济日报：六部门发布 38条举措支持民企改革发展转型升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等 6 部门今日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民营

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从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完善资源要素保障、着力解决融资难等方面提出 38条具体

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相关支持政策加快落地见效，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带动扩大就业。

《实施意见》指出，继续推进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用能用网成本，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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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物流降成本，以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

业，依法核准其延期缴纳税款申请。对小微企业 2020 年 1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工会经费，实行全额返还支持政策。持续推进将除高耗能以外的大工

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全年降低 5%。依法规范港口、班轮、铁路、机场等经营服

务性收费。

《实施意见》明确，支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增加普惠型科技创

新投入，促进民企数字化转型。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

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加快

推进对民营企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

《实施意见》还明确，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推动油气基础设施

向企业公平开放，进一步放开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等领域节能环保竞争

性业务。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2020 年 10 月 26 日）

经济参考报：外贸创新发展将获政策力挺

从商务部获悉，《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将于近期发布，

其中在鼓励创新要素投入提升贸易质量，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以制

度创新推进贸易便利化等方面都将有所突破。参与文件制定的专家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贸易创新发展是推动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施工方向，接下来，

政策支持将涉及生产、营销、物流、仓储、跨境流动、监管、支付、售后等各

个环节，并利用新技术新理念优化管理。同时，注重贸易和产业的互动，以技

术创新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外贸

整体竞争优势。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外贸创新发展的高度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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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即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印发。”他对记者说，该文件将有力促进

我国贸易以创新促发展，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施工图和路线图。

李兴乾表示，商务部作为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将会同各地各部门抓好《实施

意见》的贯彻落实，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对外贸易连接国内国

外两个市场的优势，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要紧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更加注重创新要素投入，提升贸易质量；更加注重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

动能；更加注重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统筹发展与安全；更加注重制度创新，推

进贸易便利化；更加注重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增强发展动力，着力培育新形势

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事实上，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外贸发展的重要着力点。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便

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并明确要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

发展新动能。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快了贸易创新发展支持力度。近日商务部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在内蒙古、辽宁、浙江、安徽、福

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的 17家市场开展第五批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扩围后，全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总数将达到 31家，覆盖东、

中、西部 15个省（区）。其中，新设试点中首次包含了内蒙古、广西和云南各

一家边贸商品市场，这将对边境地区外贸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分析指出，试点

将推动传统商品市场转型升级，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有助于推

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0 年 10 月 21 日）

中国新闻网：哈萨克斯坦与欧盟就经济重启开展合作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当地时间 10 月 23 日与欧盟国家驻哈使节在“哈欧投

资合作外交对话平台”框架下举行视频连线活动。

马明介绍哈萨克斯坦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疫情条件下采取措施保持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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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他表示，哈正在制定《2025 年前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规划》，将在制

造业和农业领域扩大出口导向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加

强医疗卫生体系，改善基础设施。

马明呼吁欧盟国家驻哈使节就哈欧经贸和投资合作继续开展开放性的积极

对话。

欧盟驻哈大使卡尔森、德国驻哈大使克林内尔、荷兰驻哈大使卡尔斯滕斯

分别发言，认为哈萨克斯坦经济保持稳定，哈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具有连续

性。双方讨论了消除疫情影响、加强哈欧在经济重启领域合作等问题，一致同

意将在医疗卫生、绿色经济、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在农工综合体、加工

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联合实施合作项目。

欧盟是哈萨克斯坦最主要的投资来源地和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20年 1-8

月，哈欧贸易额达 155 亿美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0 年 10 月 26 日）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全球贸易年跌幅将逾 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1 日发布的全球贸易季度报告显示，

全年平均贸易额与去年相比将减少 7%至 9%左右，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具有

较大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中国表现将会一枝独秀。

报告指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贸易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5%，与第二季度

19%的下降相比出现小幅反弹，但仍不足以重回增长区间，各国之中仅中国一枝

独秀，实现了近 10%的同比增长。

贸发会议表示，初步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全球贸易额同比降幅将进一步收窄

至 3%，全年平均贸易额与去年相比将减少 7%至 9%左右，但这一预测数字仍然存

在不确定性，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走向，以及未来数月内的经济活动情况。

报告着重指出中国引人瞩目的贸易复苏。在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出现下滑

之后，中国的出口在第二季度止跌企稳，并在第三季度强势反弹。与其他经济

体不同，中国的进口数据也在七八月间趋于稳定，并在九月取得 13%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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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降幅从第二季度的-18%减少为七月的-6%。

贸发会议指出，今年第二季度，国际贸易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严重冲击，

全球所有区域均未能幸免，但西亚和南亚的跌幅最为严重，进出口额分别回落

了 35%和 41%。截至七月，除东亚以外的全球各区域贸易下滑仍然十分严重。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在能源和汽车领域的贸易额仍然显著低于 2019 年的水

平，但另一方面，居家办公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的需求增加则推动了通讯、办

公、纺织和服装行业贸易的强劲增长。

报告指出，自今年四月以来，包括个人防护用品、消毒产品、诊断器具、

呼吸机和其他医疗器械在内的防疫用品贸易增幅超过 50%，但从中获益的主要是

富裕国家居民。

数据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高收入国家居民每月的人均医疗产

品进口增加额为 1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 1 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为 0.1 美元。

总体来看，高收入国家与防疫相关的医疗用品人均进口额比低收入国家高出约

100 倍。

贸发会议指出，与医疗产品和个人防护用品相比，疫苗对于生产和运输能

力的要求更高，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无法在国内自行生产，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更

高，因而，未来富裕和贫穷国家在新冠疫苗获取方面的差异将更加严重。

由于六月起世界范围内疫情感染情况有所改善，加上预计 2021 年的疫情反

弹将较为温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本月稍早上调了对今年商品贸易的预测值。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新华网：IMF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已开始恢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1 日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

年亚太地区经济或萎缩 2.2%，较今年 6月的预测下调了 0.6 个百分点。2021 年

有望增长 6.9%。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已开始恢复但仍不均衡。

报告认为，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之际，亚太地区经济已开始恢复但不均

衡，地区内各经济体恢复的速度不一。经济增长前景将受到新冠感染率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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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政策应对规模和效力等因素影响。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下降，中期

内亚太地区经济产出仍将低于疫情前水平。

具体来看，今年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经济或萎缩 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萎缩 1.6%。其中，中国经济自第二季度以来实现快速反弹，全年有望增长

1.9%。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经济则分别萎缩 5.3%、4.2%和 6%。

IMF 亚太部副主任肯尼斯·姜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疫情对亚太经济影响巨大

且具有破坏性，区域内经济恢复进程和速度不均衡且前景不确定。但中国经济

第三季度持续复苏且有望更快恢复正常，得益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疫情

应对措施，改善公共卫生体系，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财政救济，

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举措。

（来源：新华网 2020 年 10 月 23 日）

—— 报告摘编 ——

IDC MarketScape: 中国终端安全检测与响应市场 2020，厂商评估

本次研究对象包含了在中国终端安全检测与响应市场具备一定技术水平和

市场规模，并且在该领域有持续投入规划，具备不断完善自身产品和服务能力

的主流厂商。厂商类型涵盖国内外典型终端安全厂商、综合型网络安全厂商、

云原生主机安全厂商及新兴 EDR专业厂商等。IDC针对入选的 EDR厂商的能

力和战略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标准包括公司规模、产品技术能力、行业和客户

拓展、生态系统建设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方面。各维度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划

分为若干细分项，并配以不同权重，从而形成 IDC MarketScape综合评分体系。

通过 IDC分析师对各个服务商和大量最终客户的深入访谈，综合分析并确定各

厂商在 IDC MarketScape中的相对位置，探讨厂商的能力优势和战略规划，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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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趋势，为终端客户选择 EDR产品/工具提供商提供参考。

"终端安全一直是企业整体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随着企业数字

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企业网络边界越来越模糊，网络安全防护难度持续提升。

EDR作为传统终端安全防护产品的重要补充，凭借其对终端安全信息的持续监

测与分析，有效弥补了传统杀毒软件的功能不足，受到全球技术提供商及技术

买家的广泛关注，并已经成为终端安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

EDR在企业中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包括传统物理网络、虚拟化/云计算平

台、智能移动终端、工业控制系统及物联网设备等，这就要求技术提供商的 EDR

产品/工具能够全面适配不同类型基础架构、操作系统和业务环境。IDC希望通

过本次研究帮助广大的技术买家明确 EDR产品/工具的核心功能和重点关注，并

综合展示目前中国市场上主要的 EDR技术提供商的特点。"——IDC中国网络安

全市场研究经理赵卫京表示。。”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CHC46038220

Cloud Adoption and Opportunities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Leading
to a $1 Trillion Market in 2024, According to IDC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largely proven to be an accelerator of
cloud adoption and extens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drive a faster conversion
to cloud-centric IT. According to a new whole cloud forecast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total worldwide spending on cloud
services,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mponents underpinning cloud
services, and the professional and managed services opportunities around
cloud services will surpass $1.0 trillion in 2024 while sustaining a
double-digit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15.7%.

"Cloud in all its permutations – hardware/software/services/as a
service as well as public/private/hybrid/multi/edge – will play ever greater,
and even dominant, roles across the IT industry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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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Richard L. Villars, group vice president, Worldwide Research at IDC.
"By the end of 2021, based on lessons learned in the pandemic, most
enterprises will put a mechanism in place to accelerate their shift to
cloud-centric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twice as fast as
before the pandemic."

The strongest growth in cloud revenues will come in the as a service
category – public (shared) cloud services and dedicated (private) cloud
services. This category, which is also the largest category in terms of
overall revenues, is forecast to deliver a five-year CAGR of 21.0%. By
2024, the as a service category will account for more than 60% of all cloud
revenues worldwide. The services category, which includes cloud-relat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cloud-related management services, will be the
second largest category in terms of revenue but will experience the slowest
growth with an 8.3% CAGR. This is due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greater use of automation in cloud migrations. The smallest cloud category,
infrastructure build, which includes hardware, software, and support for
enterprise private clouds and service provider public clouds, will enjoy
solid growth (11.1% CAGR) over the forecast period.

While the impact of COVID-19 could have some negative effects on
cloud adoption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that are driving the cloud market forward.

The ecosystem of tech companies helping customers migrate to cloud
environments, create new innovations in the cloud, and manage their
expanding cloud environments will enable enterprises to meet their
accelerated schedules for moving to cloud.

The emergence of consumption-based IT offerings are aimed at
leveraging public cloud-like capabilities in an on-premises environment



每周信息综报 • 2020 年 10 月 26 日 • 总第 041 期 | 44

that reduces the complexity and restructures the cost for enterprises that
want additional security, dedicated resources, and more granular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he adoption of cloud services should enable organizations to shift IT
from maintenance of legacy IT to ne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s,
which can lead to new business revenue and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as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suppliers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Hybrid cloud has become central to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fforts by defining an IT architectural approach, an IT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an IT staffing model that ensures the enterprise can achieve the
optimal balance across dimensions without sacrificing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or control.

The IDC report, Worldwide Whole Cloud Forecast, 2020–2024,
identifies the variety of cloud-related (i.e., "whole cloud")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the 2020–2024 period, including, but encompassing, much
more than the public cloud services market. A revenue forecast is provided
for the following enterprise consumption models: public cloud as a service;
dedicated cloud services; enterprise private cloud (EPC) infrastructure
build/support/manage; cloud service provider build/support; and mixed
deployment model cloud-related services. These forecasts includ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all forecast assumptions for all markets,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macroeconomic inputs from the last week of
September 2020.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6934120

2020 Global Supply Chain Survey
The IDC Survey provides a summary and key insights from a global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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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survey of 816 supply chain professionals conducted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20. Every two years, IDC Manufacturing Insights and IDC Retail Insights conduct

a supply chain survey. This year, 2020,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conducted the

survey globally.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across multiple geographies including the

Americas, EMEA, and Asia/Pacific. More than 25 questions were asked of both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as part of this study that spans a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the strategic focus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impact of COVID-19 specifically, the

progression of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use of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Key findings from the 2020 survey include:

After years of being relegated to support status, the supply chain is now

perceived by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as a strategic tool for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growth — moving from "cost center" to "opportunity center."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y remains the top driver of change in the supply chain,

reflecting both the potential for driving transformation and the lack of full clarity into

true potential.

Critical gaps that must be resolved include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and the lack

of digital competencies that limits the ability to transition the supply chain to new

business models.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 remains sluggish, with half of respondent

companies self-reporting that they lag behind the median point.

"This IDC Survey provides key insights from our most recent global supply

chain survey, including both the priorities and the concerns of supply chain

practitioners as they navigate a difficult 2020," said Simon Ellis, program VP, Supply

Chain Strategies at IDC..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69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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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2020 年未来就业报告》说，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不

断加速的自动化将促使就业市场的变革速度远超预期。

报告显示，到 2025 年，自动化和人机之间全新的劳动分工将颠覆全球 15

个行业中的 8500 万个工作岗位。伴随自动化和数字化，针对数据录入、会计和

行政服务等技能的就业需求正在减少。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超过 80%的企业高管正在加速布局，推进工作流程数字

化，而 50%的雇主则希望加快实现企业部分岗位的自动化。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随着经济和就业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未来五年也

会出现 9700 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涉及关怀经济、人工智能、内容创造等多个领

域。相较机器而言，人类仍能够在管理、咨询、决策、沟通和互动交流等领域

维持相对优势。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40350.html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 2020
《报告》首先以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为依据，分析了旅游景区市

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其次是从负责任的政府、积极创新的市场主体以及

热爱旅游生活的人民和宏大扎实的市场基础论述了景区振兴的基础和必然性。

第三是指出小康旅游时代，景区的振兴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

《报告》认为，景观之上的美好生活是景区振兴和复苏的方向，文化和科

技是旅游景区的发展动能，旅游景区不仅是自然空间和历史遗址，也是生活空

间和当代场景，为推进景区高质量发展，既要考虑强制和推荐性的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更要考虑企业标准。

《报告》指出，夜间旅游产品是景区发展的新蓝海，冰雪旅游、避暑旅游

进入高速通道，助推相关景区提质发展，红色景区、文化类景区对游客的吸引

力日渐增强，生态类、休闲度假类景区日益受到游客关注，乡村旅游转型和提

质发展成为景区发展的新机遇。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403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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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分析认为，对景区的振兴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未来已来，但

任重道远。小康旅游时代，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困扰景区发展的痼疾不会

一蹴而就地消失，需要景区人的智慧、力量和担当，在新发展格局中继续发挥

景区的旅游业核心载体作用，走出景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报告》还系统分析了 2020 年以来景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投资情况、景

气指数、景区消费需求与服务质量以及景区相关政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报告》称，过去的一年，景区观光旅游占比首次上扬，文化类景区持续

升温，夜间旅游快速增长，而未来景区的蓝海将是面向游客，面向日常生活，

小即是美将会成为未来景区旅游产品开发的趋势。景区投资进一步凸显文化特

性，投资尤为看重有成熟 IP的景区企业。景区企业家在开年之初对景区行业信

心高涨，随后经历低谷并恢复平稳。游客追求更高品质的景区体验。需要注意

的是游客的出游半径呈现出散客越游越远、团队越走越近的局面，且家庭同游

景区明显增多。景区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了景区的高质量发展是大

势所趋，国有景区门票降价势在必行。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39820.html

亿邦动力研究院：2020中国零售品牌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在供大于求的今天，“以消费者为中心”成为了所有商家的共识。深入挖

掘用户需求、精准触达目标客户，高效协同全供应链，以及前瞻性预测未来经

营走势，品牌才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随着 AI、大

数据、云等各种新型数字技术的出现，使 C 端 B 端的连接互动前所未有地高频

和方便，数字化的轮廓也在少数领军者的努力摸索下，逐渐从模糊到清晰。

而因为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被再次推上

了新的高度。领军型企业在疫情中因为前置的布局与准备，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逆势增长。但更多的是还未开始数字化，或仍处于数字化初级阶段的企业，被

疫情倒逼着转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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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看，数字化看似只为平复后疫情时代的影响；从长期看，却是为企

业提供长治久安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38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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