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博能量”带来高质量发展“强动力”

进博会溢出效应明显，“展品变商品”勾勒未来经济美好图景

一瓶进口鲜奶的落地， 看起来是丰富了消

费者餐桌，背后却可能是通关模式的升级；一条

生产线的落地，看起来是设备升级，背后却可能

是产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一份合同的

签订，看起来是单纯的产品买卖，背后却可能有

着服务与技术的融合，带动协同创新的力量。

中国搭舞台，世界大合唱。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是一场中国与世界共舞的全球盛会， 举办

一年间，它的溢出效应明显：展品变商品，真实

而生动。当全球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这逐渐将成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勾勒出未来经济的美好图景。

优化营商环境，有着进博
会的一份重要推动

距上海1700多公里之外的海南博鳌， 很多

来自进博会的“明星展品”已落地使用。在博鳌

超级医院， 世界上最小的无线心脏起搏器去年

12月成功完成在中国的首例植入， 这是美敦力

公司在首届进博会上的展品； 中国首台可视暨

磁电双定位心脏手术所采用的Carto 3电生理

导航系统，则是强生医疗的展品……

无论是医院、超市或是生产车间，当这些进

博会展品需要变商品时， 可能都会成为近年来

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受益者。纽仕兰，这个新西

兰进口乳品品牌是上海“检放模式”首批试点企

业，周一挤奶、周二上机、周三到港、周四上柜，

制度创新让进口牛奶能以更新鲜的“状态”抵达

消费者餐桌。纽仕兰董事长盛文灏透露，首届进

博会以来，纽仕兰牛奶在天猫旗舰店的月销量是

之前的36倍，这就是“进博效应”和“进博速度”。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大胆创新探索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国层面进一步降低关税、

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 加快跨境电商新业

态发展……进博会一年间， 中国营商环境持续

向好。根据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

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去年的46位

跃升至31位， 连续第二年在全球营商环境改善

最大的经济体中排名前十， 电力获得等指标排

名再度大幅上升。这一“溢出效应”背后，有着进

博会的一份重要推动。

不仅是全球进口， 还有
本土化落地和协同创新

扩大开放，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巨大机遇， 这种机遇来自进口产品的本土化落

地、来自高端生产线落地，更来自协同创新。

首届进博会期间， 联合利华带来了30多个

从未进过中国市场的新品牌，如今，不仅其中的

大部分海外品牌已走进中国市场， 不少产品还

实现了本土化创新、生产。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

裁曾锡文介绍，花漾星球、花木星球、七世代等

新品牌均已在合肥工厂生产，“从全球进口到本

土化创新的速度正在加快， 这使得中国的产品

可以更加稳健地走向全球市场。”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罗氏将最新研发的

组织诊断和分子诊断生产线从瑞士移到苏州工

厂； 阿斯利康的新药罗沙司他不仅是首个在中

国早于全球上市的创新药， 更是首个在中国孵

化的原创新药； 辉瑞集团把成熟药物业务板块

全球管理中心———辉瑞普强全球总部设在上

海。与中国同行，这是全球企业的共识。

全球企业与中国同行， 中国企业则参与了

更多新品的协同创新。今年4月，资生堂集团与

天猫国际达成新品牌孵化合作计划， 将基于中

国消费者需求，研发更多独家新品；强生集团刚

刚把自己在中国的旗舰店定位成全球跨境新品

孵化中心，作为全球跨境新品牌孵化的新基地。

从合作中汲取经验 ，为
高质量发展集聚内生动力

如何把鲜活的龙虾、帝王蟹运抵中国？进口

生鲜成为热门词对中国某食品贸易巨头提出新

挑战。首届进博会上，这家企业把问题抛给了服

贸展区的达飞集团，对接后，达飞给出量身定制

的冷藏物流解决方案———使用配有大金主动气

调系统的集装箱，快速降低氧气水平，确保高敏

感度货物到目的港后的新鲜度。 面对这个经过

“最强大脑” 酝酿的方案， 企业负责人连声称赞，

“我们会着手布局，进一步提高国内冷链的水平。”

万商云集的进博会， 当全球展商带着最拿

手的展品出场，每一项合作、每一场交易，国内

企业都可以从中吸收经验、汲取“养分”。全球知

名儿童绘画品牌快乐画今年将首次亮相进博

会，届时会首发不少“明星展品”，脸谱彩绘笔的

染料均为“可食用”的食品级原料，而香味水彩

笔则来自纯天然植物的提取。有意思的是，展会

还没开始，国内同行晨光文具已确定与其合作。

在晨光文具总裁陈湖雄看来，通过合作，有利于

中国产品看得更远， 达到更高的质量和更好的

全球竞争力。

首届进博会上，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里始

终穿梭着不少国内企业家的身影。 制造业要升

级， 对智能数控机床等高端制造设备的需求就

更迫切。在中国机床总公司总裁梁枫看来，高端

制造行业是一个技术积累和知识沉淀的行业，

它必须要不断进行技术迭代、更新，并且和现代

技术发展相结合，才能不断进步，“举办进博会，

无疑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站在行业巨人的肩上正

向发展，为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提升”。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进博会：二度召开，这次有啥不一样

第二届进博会明日开幕，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约50万专业采购商将齐聚上海。图为航拍“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本报记者 刘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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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一张餐桌，大到一家企业，都可以成为

集纳全球优秀产品的平台。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举行一年间，不少展品成为商品，不少爆

款走进生活，不少新朋成为老友。“穿越”全球的

进博会带来了开放市场、包容心态和共享期许。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

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习近平

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庄严承诺言犹

在耳。 第二届进博会即将开幕，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 约50万专业采购商将齐

聚上海。

进博会二度召开，这次有啥不一样？

“穿越”全球的舞台

首届进博会的闭幕之日， 便是第二届进博会

筹备启动之时。 “去年12月我们刚回到新西兰，

第二届进博会的招商工作就在大洋洲开始了。”

新西兰NAC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张燕说， “要不要

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我们的回答是立刻、 马上！

而且极力争取展位从一个增加到四个。”

尽管第二届进博会的展位数量和面积都将

“扩容”，但仍然“一展难求”。第二届进博会的展

馆面积达36万平方米， 比首届企业展和国家展

总面积多了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平均展览面积

将达到93平方米，比首届增加20%以上。签约参

展第二届进博会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已经超过250家。高人气、高规格、高收益的首届

进博会超出参展企业的预想，“二刷” 进博会更

要打好提前量， 申请增加展位数量的企业不在

少数。

数字时代， 展会这样的贸易促进平台是不

是已经落伍？展商的回答是“并没有！”对于企业

来说， 达成交易仅仅是收获之一。 首届进博会

上， 来自韩国的爱茉莉展台吸引了19万人次的

参观者，这对企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市场调研。

“进博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消费者需求，这对

于开拓市场非常重要。”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中国

市场部总经理高辛说。精准、超前是企业赢得市

场空间的关键，“二刷” 进博会的爱茉莉显得自

信满满。“网红”新产品、“量肤定制”的个性化美

妆体验以及个性化的“混玩唇色”现场口红秀等

是爱茉莉的新“卖点”。

货物的流通、 信息的流动都离不开人的交

流，这是在信息时代，进博会仍然对全球企业产

生超强“磁场”的原因。“尽管获取信息的渠道多

元，但对高附加值产品，客户还是需要面对面洽

谈、考察。”张燕说。

结伴前行的全球贸易伙伴

84家新加坡企业选择组团亮相进博会，除

了重点瞄准在中国下沉市场寻找机遇， 他们还

计划寻找中国伙伴， 共同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

市场。 不少展商还在进博会上意外地对接了东

南亚、欧洲、非洲的潜在客户。

“进博会在中国举办，但辐射效应远不止中

国。首届进博会上，我们就意外地接洽了韩国客

户， 这让我们意识到来到进博会一定要放眼全

球。”张燕说。

全球展会平台多种多样，美国、日本、迪拜

等经贸中心都举行过多次，但在展商看来，进博

会不容错过是因为其独特的开放基因， 来自全

球更面向全球，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真正搭

建起全球共享共创的平台。

第二届进博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 国际组

织、 企业以及采购商、 观众数较首届都有所增

加，“进博之约”是跨越五洲四海的握手。其中，

第二届进博会50万人的采购商中，6000多人来

自海外， 他们是全球化贸易格局中的 “开放因

子”，也将在进博会上结伴前行。

结伴前行，全球产业链无缝衔接。作为进博

会采购商及零售商联盟的一员，首届进博会上，

来伊份旗下进口品牌“亚米”与澳大利亚自由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等签署了意向采购协议并展开

深入合作。对比签约前后一年的市场销售额，其

中全脂牛奶同比增长754%、鳕鱼肠同比增长达

到100%。“进博会并非一个简单的采购生意，它

是一个品牌向全球展示的机会， 是让企业借势

加速完善全球化供应链建设与布局的平台，通

过 ‘全球直采’ 把更多更好的进口美食引入国

内，同时也能开发更优的产品带到国外。”来伊

份品牌公关总监龚明说，“预计本届进博会来伊

份采购额将超过去年的1亿元。”

结伴前行，开放带来的溢出效应已经显现。

企业齐聚中国，但成果不仅留在中国，合作的辐

射效应全球共享。首届进博会短短6天，累计意

向成交578.3亿美元，闭幕后的300多天里，订单

一一落实，合作落地生根。东方国际集团就是进

博会的受益者之一。到目前为止，东方国际集团

已完成首届进博会意向订单采购2.066亿美元，

成交落地率72%，共签约总经销总代理20余家。

结伴前行，凝聚转型升级推动力。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 不是权宜之

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携手各国共同发

展的务实行动和长远考量。从“吃穿用”向“住行

游”，从生活必需品到高端工业品，中国市场结

构调整、流通方式加快创新，在深度融入全球市

场的同时，也通过全球合作形成转型发展、消费

升级的助推力。

共商共议、共谋发展的平台

“无论是企业的决策者，还是行业专家，都

对参加进博会抱有极大的热情， 因为在这里可

以实实在在地看到商机， 以及商机背后蕴含的

规则改变和技术前瞻。”德勤中国创新主管合伙

人刘明华说。

关注当下，更面向未来。来自全球的超级大

脑和顶尖制造纷纷亮相， 第二届进博会首发的

新产品、新技术预计将超过首届进博会。自动感

知乘客生理状态从而调节车内环境的概念汽

车、 佳能1.2亿像素CMOS影像传感器……更多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工艺、新应用将实现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垃圾分类 、智慧城市 、医疗健康……全球

性热点问题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也成为关注焦

点。“地球已经不堪重负，科技能够提供怎样的

解决方案 ，产业化路径在哪里 ？”在中国 ，垃圾

分类渐成潮流 。第二届进博会上 ，不少针对垃

圾分类的智能解决方案即将“登场”。德国阿吉

斯装备制造集团的IMPAKTOR 380 PLUS还未

亮相，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这款智能装备可以

将建筑垃圾等固废以每小时150-200吨的速度

变废为宝。瑞士的ABB也带来一套人工智能解

决方案，可以实现对输送链的无缝精准跟踪。

进博会不仅是一个促进全球贸易的平台，

更是一个共商全球性问题， 共寻解决路径的平

台。针对“开放、规则和营商环境”“人工智能与

创新发展”“世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易协定”“数

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及“70年中国发

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将有4000多名来

自全球的政商学界和国际组织代表与会， 共商

共议、共解难题、共谋发展。

“没有开放的平台，这样的合作、交流不可

能实现。希望进博会永不落幕，为世界带来新的

可能。”刘明华说。 （新华社上海1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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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贾远琨 有之炘 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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