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晶卉

相约明年再会，数百家企业已报名第四届进博会

汇聚世界的关注与期待，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昨天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累计意向成交额、

展会总展览面积、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

展比例……一串串增长的数字， 为第三届进博会画上

圆满句号。

第三届进博会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我国

举办的一场规模最大、参展国别最多 、线上线下结合

的国际经贸盛会， 充分展示了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形

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展会规格高，国内外反响热烈

各国要携手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

共治的共同开放———11月4日晚，第三届进博会暨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宣示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

共赢的信念， 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强大正

能量。

开幕式上，巴基斯坦、南非、智利、乌兹别克斯坦、

塞尔维亚、西班牙、巴布亚新几内亚、匈牙利8个国家的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4个国际组织的负责

人在线发表视频致辞。 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31位

部级以上官员， 以及110位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智库

代表在线出席开幕式，69个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

驻华代表线下参会。

展示水平高，企业参展踊跃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

市场———这不仅仅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宣言， 也是进

博会的真实写照。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

介绍，第三届进博会共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411

项，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展比例近80%，

布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特装比例达到94%。多个国家部

委继续推出税收优惠、 通关便利、 市场准入等支持政

策，为展客商带来更多实惠。

从展区看，第三届进博会六大展区亮点纷呈、各具

特色：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展企业数量最多，有来自93

个国家的1264家企业参展； 汽车展区世界前七大整车

集团悉数到场，展区内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面积

超过90%；技术装备展区突出展示自动化、智能制造、

工业数字化、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等内容，引领行业创

新趋势；消费品展区展览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是本届

进博会面积最大的展区； 服务贸易展区汇集金融、物

流、咨询、检验检测、文化旅游等五大板块全球顶尖企

业，全力打造智慧服务赋能全产业链；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展区新产品新技术首发数量最多， 总数超过120

件， 制药行业排名前10和医疗器械行业排名前14的

企业全部参展。 首次设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集约

化展示国际先进公共卫生防疫产品、技术和服务 ，企

业报名踊跃，面积多次扩容。

交易热情高，合作成果丰硕

虽然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 但第

三届进博会各方合作意愿热度不减。孙成海介绍，第三

届进博会共组织政策解读、对接签约、投资促进等类别

配套活动101场，积极助力展会成交、双向投资和产业

合作。在新品发布专区，42家国际知名参展企业举办发

布活动，分展区分行业集中展示全球顶尖新产品、新技

术、新服务，进博会已成为全球新品的首发地、前沿技

术的首选地、创新服务的首推地。

据悉， 大型贸易投资对接会通过线下线上结合方

式，为674家参展商、1351家采购商提供专业服务，达成

合作意向861项。人文交流活动丰富多彩，100项世界级、

国家级非遗项目和81个“中华老字号”品牌参与展示，49

场文化公益演出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各地人文特色。

截至目前，已有数百家企业报名、签约参展第四届

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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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增长2.1%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昨天圆满落幕。记者从闭幕新闻通气会获悉，本届进

博会上，各方合作意向热度不减，按一年计，累计意向

成交726.2亿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特殊时

期，仍较上届增长2.1%，实现了安全、精彩、富有成效

的预期目标。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介绍， 今年的

展会总展览面积近36万平方米， 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

方米，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展示新产品、 新技

术、 新服务411项，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

展比例近80%， 布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特装比例达到

94%。

此外，进博会期间共计举办101场配套活动，近40万名

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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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进博会昨天圆满落幕，再次发出了开放合

作的中国最强音。上海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服务保

障更到位，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流城市环境和一流服务

保障。上海城市的魅力和温度，使进博会更具影响力。

以安全为中心
展客商入馆“无感知、不停留、可追溯”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第三届进博会

在往届基础上精益求精，以安全为中心，创新现场服

务水平。

第三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尚玉英介绍， 本届进博会

全面加强 “智慧公安” 应用和社会面管控， 11月2

日起每日投入安保力量4.5万人， 全市报警类110数

量同比下降6.6%。 在展馆主要出入口采用安检 、

验证、 测温一体化防控过滤措施， 实时比对健康码

及核酸检测数据， 展客商入馆 “无感知、 不停留、

可追溯”。 数据显示， 自11月5日上午8时至10日中

午12时， 展馆累计进场近61.2万人次。 由于通过预

约参观的方式， 第三届进博会实现错峰观展， 每日

入馆人次较为平稳。

防疫安全是重中之重。 进博会聚焦 “人、 物、

馆” 三个重点， 实施全程闭环管理 、 全链条可追

溯 、 全量核酸检测、 全部查验准入 、 全面环境清

消。 据悉， 展区设置了26个临时观察处置点 ， 由

442名专业人员组成的现场疫情处置队伍， 所有进

入展区人员均持有并上传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 同时， 展馆内餐饮用冷链食品以及进口冷链食

品展品， 均全量核酸检测。

着眼精细化治理
“两张网”升级“进博服务板块”

一届富有成效的进博会， 不仅是交易洽谈的成

效， 还包含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效。

科技赋能提升了进博会的智慧化水平。 尚玉英

介绍，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升级 “进博服务

板块”， 提供参展参会、 交通信息等查询功能。 在

馆内 ， 通过实时监控指挥大屏和 “进博食安码 ”

“智慧电梯二维码” 的智慧化运用， 实现现场检查

电子化、 指挥调度可视化。

优化组织提升了进博会的参展便利度。 上海各

大口岸和旅检通道为进博会参展提供便利条件， 实

现监管作业 “零等待”。 有效调度轨道交通2号线运

营班次， 加强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客流引导， 展客

商抵离展馆时间进一步缩短。

精细周到提升了进博会的观展满意度 。 据

悉 ， 展馆内的固定餐饮 、 临时供餐和流动餐车 ，

供餐品类超过100个 ， 使展客商 “吃得上 、 吃得

好 、 吃得安 ”。 近5000名 “小叶子 ” 志愿者为展

客商提供引导咨询 、 交易数据统计 、 防疫健康宣

传等9类服务。

溢出效应明显
19项支持政策已落地实施

确保进博会“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离不开持续创新的支持

政策、精准有效的采购洽谈、务实高效的投资促进以及日益显现的交易服务

平台作用。

在支持政策上，为进博会量身打造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临时审批、汽车保

税展示交易、 允许展品展后转入特殊监管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等19项支持

政策，都已落地实施。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已有来自英国、法国、墨西哥等

11个国家的41类展品有意向展后转入特殊监管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不仅

如此，本届进博会共发放展会6天期间的特殊食品临时许可证书72张，可在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型）延长使用180天。

在采购洽谈上，上海交易团交易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共举办各类配套

活动46场。开幕至今，上海交易团采购意向订单较上届继续保持增长，其中

日用消费品采购规模持续旺盛，高新技术、新产品采购订单增长较快。

在投资促进上，2020上海城市推介大会在进博会期间举办，45家500强

企业参会。上海还组织开展投资促进活动47场，发布2020进博会投资上海地

图，推出50条特色投资线路，推动乐高乐园、雅诗兰黛全球研发中心、阿斯利

康全球研发中心等一批高能级项目落地。

截至目前，上海已累计搭建56家“6天+365天”交易服务平台，建立起覆

盖全国的进博商品集散网络。

■本报记者 徐晶卉

①进博会上，采购商与参展商洽谈采购合作事宜。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②研究型生物制药公司艾伯维此次完成进博会“首秀”。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③ABB医疗实验室预处理单元中，双臂YuMi协作机器人能够模仿人手完成复杂精细操作。 本报记者 袁 婧摄

展会总展览面积近 36 ?平方米 ，

比上届扩大近 3 ?平方米 ； 参展企业
展示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411 项；

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展
比例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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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草”内聚宾朋 万里写入胸怀间
（上接第三版）

14 亿人口 、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 预计未来 10 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

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 习近平主席这样

描述中国广阔内需市场的动人前景。

“中国的新发展格局让我们看到更

多发展机遇。”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赫尔曼说。 第三届进博会上，

400 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或服务是“首发

首展”。各国企业轮番亮相，看重的正是

中国这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事关全局

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体现着习近平主席

在新的时代坐标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

的深邃思考。

“下一步 ，中国将秉持开放 、合作 、

团结、共赢的信念 ，坚定不移全面扩大

开放 ， 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

通、要素资源共享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

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

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习近平主席的

系列重要宣示，彰显宏阔的国际视野和

全局思维。

从 60 多年前启幕的广交会 ，到

2012 年开始的服贸会， 再到三届进博

会，从“卖全球”到 “买全球 ”，中国经济

的发展之路，就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

并以自身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的历程。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

个小池塘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

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首届进博会上 ，

习近平主席以大海比喻中国经济，表明

中国坚定办好自己的事，与各国不畏风

雨、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决心。

可以预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必将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敞开怀抱，欢迎更多高品质国

际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更好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世界经济

复苏和长远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三）

同舟共济，行胜于言。

3 岁的进博会，遭遇了全球大考验：

新冠肺炎疫情冻结全球商务和交通，世

界经济退潮将众多企业卷入未知深渊。

海外媒体感叹：“回想今年年初，没人能

想到进博会还会如期举行。”

“特殊时期的特殊盛会”，这是不少

外国参展商的共同认知。为了进博会不

缺席、不爽约，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也

克服了诸多困难。世界有目共睹。

在危难时守望相助，在发展上相互

支持，中国向来重信守诺、知行合一。

“践行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

要起而行之 ， 不能只开药方 ， 不见疗

效。”在 9 月举行的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各国领导人

发出呼吁。

从举办进博会到共建“一带一路”，

从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到合作应对新

冠疫情挑战，从拓展全球“朋友圈”到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

好的世界 ，中国以天下为己任 ，从不做

观望者，始终是行动派———

3 年来， 中国开创的进博会已成为

畅通国际经贸血脉的世界级平台，中国

宣布的扩大对外开放系列举措已经全

面落实；

近 5 年来，中国首倡并设立的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无到有 ， 逐渐壮

大，为成员提供了近 200 亿美元的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

近 5 年来，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得

到全面落实，双方向着实施“八大行动”

的新阶段迈进；

7 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

由愿景变现实，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国

际合作平台。

“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 ，各国就应

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

抗，要共赢不要独占。”

“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

措，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 、把全

球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

做活，共同把经济全球化动力搞得越大

越好、阻力搞得越小越好。”

“大国要率先示范 ，主要经济体要

以身作则， 发展中国家要积极作为，通

过共同开放 、共担责任 ，推动世界共同

发展。”

习近平主席多次呼吁各国积极行

动起来，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

济，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懈

奋进。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 让发展

的动力源源不断 ，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生辉 ，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 建设

持久和平 、 普遍安全 、 共同繁荣 、 开

放包容 、 清洁美丽的世界 ， 需要一代

代人共同努力。

黄河落天走东海 ， 万里写入胸怀

间。中国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扬正气、行大道 、谋大同 ，与各国坚

定同行，共度艰难时刻，共创发展机遇，

书写更多精彩华章。

新时代，共享未来。前途似海，来日

方长。

新华社记者 周宗敏 姜 微
韩 墨 韩 洁

（新华社上海 1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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