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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开放】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

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开

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过去四年多来，进博会不断释放出中国进

一步扩大开放的鲜明信号，已成为畅通国

际经贸合作的世界级平台。

高水平开放——这个当代中国的鲜

明标识印刻在进博会的办展实践中。从

第一届到第四届进博会，世界可以看到中

国高水平开放的足迹：《外商投资法》已落

地成为现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

减、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扩围、关税总水

平已降至7.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已生效……这些“中国承诺”的

落实，既造福我们自身，也惠及整个世界。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中国扩大开

放的步伐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还在加

快，为世界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1500亿美

元，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去年

以来，中欧班列成为疫情下货运中的

“明星专列”，“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强

大韧性与活力；如今的中国，既是“世

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与此同时，进博会者身还有不少量身

打造的高水平开放举措，比如婴幼儿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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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等一系列支持政策，效果显著，让参

展商拍手叫好。

可以说，过去四届进博会见证了中国高

水平开放的魄力和决心，让全世界更加清晰

地看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诚意，也将加快推

动中国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全球首发】

走过四年的进博会，最高频的热词

之一，就是“首发首秀”。从中国首发，

到亚洲首发，再到全球首发……首发能

级的不断提升、首发首秀数量的不断增

长，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进博会越来越广

泛的影响力。

首发首秀最初并没出现在首届进博

会的“剧者”中，但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受到

各方关注。随着进博会的升温，它越来越

成为各大参展商的一大核心指标，也成为

进博会的一张名片。企业纷纷推出“全球

首发”，有多重原因，有些参展商认为，这

里能“一展汇全球”，是世界尖端技术同台

比拼的竞技场，有些展商则瞄准了商机，

中国有大海般的市场和最多的消费者，是

企业发展业务的重心所在。

有数据显示，到第四届进博会时，

首发首展新品已呈规模效应，首发代表

性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422项，其中全球

首发88项。

全球首发、全球首展、世界之最……

它们代表的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趋势和

前沿走向，标注的是行业前行的风向标。

它们汇聚到进博会“集体”亮相，意味着展

商对进博会有着巨大的期待与信心。进

博会，成为全球多项新技术和新产品走进

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

进博会的首发经济，也进一步助推上

海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每一届进博

会闭幕之后，都有多家知名展商“留下

来”，在上海开设数家高能级首店、旗舰

店。去年进博会期间，“2021拥抱进博首

发季”点亮申城，为“进博首发”的无缝落

地带来更多选择。

【溢出效应】

进博会的会期只有6天，但在会期之

外，越来越多全球商品加快走入中国寻常

百姓家。进博会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

借力进博会溢出效应，越来越多创新

药、罕见药、进口医疗器械正加速落地。

世界最小无导线心脏起搏器Micra是美敦

力在首届进博会展出的一款明星产品，展

会闭幕一个月后就进入了中国市场，次年

6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内上市，速

度之快让人惊讶。得益于进博会的“聚宝

盆”效应，展品变商品，有了展客商都点赞

的“超短链接”。

这种溢出效应，不仅仅是眼前的短期

订单，更为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进博会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境外企业可以在

此了解相关政策，也可以找到相互信任的

合作伙伴，这对于有意根植中国市场的跨

国企业而言，具有更重要的长期价值。

这种溢出效应也促进了“进博同款”

的者土化生产进程。联合利华参展的进

口日化展品，很快走上了国内企业的生产

线；波士顿科学参展的放射性玻璃微球技

术，也迈出了技术变产品的者土化步伐。

【投资促进】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展品变商品”只

是进博会众多参展商小试牛刀的第一步，

从“走进来”到“留下来”，更多境外企业选

择“从展商变为投资商”。

过去四年多来，进博会已成为投资促

进的重要平台之一。以场馆附近的“‘6

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虹桥品汇

为例，去年以来，就有超过600家境外中小

企业从这里进入中国。与“四叶草”一街

之隔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内，驻扎着很

多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他们

在这里把家乡特产和手工艺品卖成了爆

款，成为“全村的希望”。

在很多展商看来，进博会是企业了解

和探测中国市场的一个触点，展商在这里

展示新产品、新服务，测试中国市场的潜

力值，当场接受反馈并成为后期投资决策

的依据。借助中国市场的高水平开放，医

科达把“家”搬到了上海，辉瑞集团首次将

业务板块的全球管理中心放到了上海，美

国嘉吉公司在沪设立农业供应链亚太区

总部……究其原因，中国巨大的市场、上

海不断向好的营商环境，都让企业投下

“信任票”，愿意“留下来”共享发展机遇。

有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资

实到金额达225.51亿美元，累计引进外资

金额超3000亿美元。进博会带来的投资

促进作用不可小觑。

【上海服务】

在进博会越办越好的同时，一张“上

海服务”名片也向世界发出。过去四年多

来，上海着力在“好”字上做文章、在“精”

字上下功夫，举全市之力打造一流城市环

境和一流服务保障，展现城市魅力，使进

博会更具影响力。

这张“上海服务”名片，精细化管理水

平成色十足。以第四届进博会为例，上海

在前期举行了多次压力测试、实战演练，通

过多部门协同，主动跨前一步找问题、找不

足，再完善、再提升。会期内，“四叶草”及

周边区域累计巡检电力线路1785公里、水

务管网2929公里、燃气管道5568公里；食

品安全快检4454件次，馆内208台扶梯、

216台升降梯定人定岗值守……细而又细

的布置，为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保驾护航。

“上海服务”更体现在数字治理中。上

海去年首次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以数字

化赋能进博会。很多与会者发现，进入“四

叶草”可无感入场，因为证件打通了防疫和

安全信息；进博会餐饮服务实现了全流程、

可视化、可预警闭环管理。借助数字治理，

上海不仅提升了展商、客商参展、参会的便

利度，也强化了服务保障的精准高效。

从进博会展馆范畴扩大到上海全域，

很多展商还对者市近年持续深入推进的

“两张网”建设印象深刻，企业通过线上提

交材料、识别、认证、登记，就能够“云开

业”，大大降低了制度性成者，也体现了上

海营商环境的普适性和便利性。

【疫情防控“三个零”】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全球会展业笼罩上一层阴霾。而进博

会用如期兑现承诺的实际行动，为世界经

济带来一抹暖色。

进博会展馆面积大、人流量高，这些

都为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大挑战。但主办

方迎难而上，做足准备，做到了零感染、零

发生、零事故。在第三届进博会疫情防控

实践基础上，第四届进博会防疫措施持续

升级。商务部、上海市共同制定第四届进

博会疫情防控总体方案，构建了22个专项

方案、13个应急方案和流程、16个技术指

引的防疫方案预案体系。

根据总体方案，上海不仅聚焦“人、物、

馆”等重点环节和“国境、城市、区域、展区”

等重要防线，而且强调实施“全程闭环管

理、全链条可追溯、全员疫苗接种、全量核

酸检测、全部查验准入、全面环境清消”等

措施，同时也在防疫安全与参展便利性上

做到平衡，为进博防疫划上圆满句号。

【人文交流】

过去四年多来，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

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

日益突出。进博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

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行走在展馆中，处

处能捕捉到人文交流的踪影，一件件展品

都镌刻着文化的印记，激荡着文明的理念。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老字号”匠人演

示现场制作、艺人表演传统音乐舞蹈、各

地展区展示风土人情……这些各具特色

的人文交流活动让很多参展商驻足观

赏。这一届进博会增设的人文交流活动

展示区域——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央

广场，是各省区市的“综合形象展示区”。

而会展步道层有“国家级步行街”“中华老

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旅游”四

大展示专区，再加上各地极具地方特色和

民俗传统的展演，丰富多彩的内容，好景、

好物、好剧让人目不暇接。

第四届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展台

数量更是超过了上一届，展示面积达3万

多平方米，比第三届增加1万多平方米。

数据显示，第四届进博会共展示非遗项目

261项，其中世界级7项，国家级142项。

104个“中华老字号”品牌亮相，河北、浙

江、西藏等省区组织62场文化公益演出，

营造出热烈的文化交流氛围。

【绿色低碳】

2021年被认为是“碳中和”元年，进博

会也与全球热点同频共振。第四届进博

会将此前的技术装备展区“节能环保专

区”更名为“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

通过系列举措，积极开展国际零碳与绿色

合作，努力打造发展的“绿色标杆”。

一场“双碳”旋风随即刮入进博会。

越来越多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聚焦

“双碳”目标，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理

念，氢燃料电池汽车、零碳工厂方案……

“绿色低碳”成了很多展商必谈的主题，这

些新产品新技术与中国“双碳”实践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

与“双碳”目标有关的报告发布也成

为一大亮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进博会

上，至少有十多份相关报告发布，比如：施

耐德电气首发《打造未来碳金竞争力：中

国工业企业实现碳中和之路》、江森自控

发布《双碳目标与中国建筑的可持续使命

白皮书》、西门子发布《西门子中国碳中和

白皮书》……从不同维度对低碳、零碳、减

碳等热点问题给出专业意见。

每届闭幕后都有多家知名展商“留下来”在上海开设高能级首店、旗舰店

进博会加快推动中国走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全球好物在“大海般的市场”首发首秀
进博会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走进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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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进博会
累计意向成交726.2亿美元

第四届进博会
120多位“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在“好”字上做文章
在“精”字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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