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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新的示范
———“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深化国家级经开区改革创新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
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40 多年来，
国家级经开区坚持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
创新，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
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2024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
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积极参与构
建新发展格局，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
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商务部会同
有关方面制定了 《深化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改革创新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
量发展工作方案》。 新时代新征程，深化
国家级经开区改革创新有何重大意义？
国家级经开区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
深层次改革、 高质量发展中将发挥怎样
的作用？

7 月 14 日， 新华社推出第十九期
“中国经济圆桌会” 大型全媒体访谈节
目， 邀请商务部外资司二级巡视员吉小
枫，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沈磊，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
裁赵炳弟， 共话深化国家级经开区改革
创新。

着眼“深化” 凸显“第一
梯队”责任担当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国际经贸秩序正在遭受严重冲击，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

“国家级经开区是经济发展主阵地，
也是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 稳外贸稳外
资‘第一梯队’责任担当更加凸显。”吉小
枫说。

1984 年，在借鉴经济特区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 第一批国家级经开区从沿海
开放城市起步。

40 多年来， 国家级经开区由东到
西、由点到面，目前已有 232 家、遍布 31
个省（区、市），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
量发展。

据介绍， 目前国家级经开区内的外
资企业超 6 万家， 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
企业约 9.9 万家，2024 年实际使用外资
和进出口额均占全国约四分之一， 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16.9 万亿元， 区内各类经
营主体超 490 万家，包括 7.3 万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和 8.5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

吉小枫说，国家级经开区发展定位、
体制机制等都到了需要调整完善和改革
创新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
级经开区要在推动发展、 扩大开放中承
担更重要的责任、发挥更大作用。

《深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
创新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工作
方案》面向新形势新任务，从“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

平”“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强化要素保
障”等 4 方面部署 16 项政策措施。

工作方案明确， 支持在有条件的国
家级经开区布局重大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优先支持国家级经开区参加 “投资中国”
品牌活动；鼓励国家级经开区积极参与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支持国家
级经开区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建立完善符
合实际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

“这些政策措施， 既有完善与提升，
也有夯实和深化，力争做到促改革、推开
放、谋创新、接地气。 ”吉小枫说。

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于 1994 年，是中
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首个合作项目。
商务部今年 1 月公布 2024 年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
果， 苏州工业园区连续第 9 年综合排名
第一。

“我们正在对照 16 项政策措施逐项
分解、逐条对标，找差距、找机遇，用好支
持政策，针对园区情况出题目、写答案。 ”
沈磊说。

进入中国市场 47 年，在北京、天津、
上海、广州、青岛、临沂、苏州、杭州 8 个
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有相应布点， 松下
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已在华设立 64 家
法人企业 ，2024 财年销售收入近 1000
亿元人民币， 约占松下集团全球业务的
24.4%。

赵炳弟说， 松下坚持在中国研发创
新和本土化发展。 工作方案支持布局重
大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促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 有利于松下加速
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行业
布局和发展。

“国家级经开区的区位、产业链和政
策优势对松下在华投资发展有着强大吸
引力， 今年松下在中国还会有新的增资
扩产计划。 ”赵炳弟说。

释放活力 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

广州经开区，广州实验室坐落于此。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一批优秀科研

人员会聚于此。近年来，实验室团队相继
推动全球首个拟肽类 3CL 蛋白酶靶向
新冠单药乐睿灵（来瑞特韦）、全球首个
抗甲流 PB2 新药安睿威 （昂拉地韦）等
多项重大成果实现转化。

当前， 国家级经开区拥有超过 700
家国家级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占全国的 18.3%。

“力争在国家级经开区布局更多产
业创新平台，打通产品验证、规模化生产
及检验测试等成果转化全链条， 加快技
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吉小枫说。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联
动， 正是国家级经开区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一个侧影。

工作方案专章部署 “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出“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础”“打造安

全稳固产业链供应链”等多项政策举措。
“国家级经开区产业聚集度高、制造

业基础雄厚， 具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良好条件和基础。 ”吉小枫说。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级经
开区正在按下“快进键”。

大连长兴岛经开区大力推进石化产
业绿色转型升级， 区内企业恒力石化改
造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0 万吨，
并利用二氧化碳制造聚碳酸酯等产品；
武汉经开区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智能
化、电动化转型……

国家级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量约占全国的 14%， 正在积极运用新技
术、新模式改造提升石化、机械、轻工、纺
织、食品等传统产业。

“将大力支持国家级经开区开展重
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提
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吉小枫说。

近年来， 国家级经开区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经常是一个行业、在一家
园区就形成千亿级产值规模的产业集
群。

宜宾临港经开区建有 180GWh 全球
单体最大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出货量占
全国 15%、全球 11%；陕西航空经开区、
航天经开区具备航空装备、航天动力、飞
行器设计、卫星应用等完整产业链……

吉小枫说， 将重点推动国家级经开
区培育形成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

“以更前瞻视野，支持国家级经开区
创建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 加强未
来产业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 ” 吉小枫
说。

北京经开区招引、培育机器人产业龙
头企业，杭州经开区布局元宇宙、合成生
物等产业，江宁经开区打造未来网络……
眼下，国家级经开区瞄准科技前沿，加快
谋划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 离不开外资企业
的参与。 “国家级经开区为包括松下在内
的企业提供了优质的营商环境、 有力的
政策服务支持， 以及开放创新的产业生
态。 ”赵炳弟说。

苏州工业园区被赋予 “继续扩大国
际合作， 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的重大使命。

沈磊表示，将发挥中新合作、自贸试
验区、 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等功能平台叠
加优势， 探索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 坚持在全球范围汇聚配置资源特
别是创新资源，在开放环境下自主创新，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进一步深度融
合， 加快建设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

持续探路 勇当改革开
放排头兵

因改革开放而生 ， 为改革开放而

“试”，经改革开放而强。
一路走来， 国家级经开区在制度创

新、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方面不断突破，
成为引领改革开放的风向标。

工作方案提出， 加大国家级经开区
制度型开放力度， 赋予更多改革开放先
行先试功能； 有序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
验区、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探
索形成的制度创新成果等。

“目前有超过 30 个自贸试验区片区
位于国家级经开区内， 经开区和自贸试
验区联动发展，在要素流动、权益保护、
市场秩序等多方面形成创新成果。 一些
国家级经开区主动对标 CPTPP、DEPA
等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 进一步提升制
度型开放水平。 ”吉小枫说。

要素保障是国家级经开区产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

通过单列用地指标 、 支持立体开
发、 适度增加混合产业用地等形式，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先进制造业重点
项目等合理用地需求；支持通过产教融
合试点、“双元制”教育等方式培养产业
技能人才；允许各地区统筹用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等资金，支持国家级经开区
建设……工作方案聚焦土地、 人才、资
金等要素保障，有针对性地作出部署。

“工作方案还提出鼓励实施分布式
发电市场化交易、 支持完善企业碳排放
统计核算和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等先行
先试举措， 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吉小枫说。

抓好试点为改革探路。 2024 年，经
国务院同意，商务部印发《支持苏州工业
园区深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若干措
施》，提出 14 项具体举措。

“我们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全力以赴
把试点红利转化为发展实绩，上海机场—
苏州前置货站、 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
等一批标志性改革成果陆续落地。 ”沈磊
说，将紧盯标志性、引领性改革，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节点、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高地。

“今天的中国， 不只是制造大国，更
是消费大国和创新大国。 这为包括松下
在内的外资企业， 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
展机遇。 ”赵炳弟说。

赵炳弟表示， 深化国家级经开区改
革创新一系列政策举措一定能为外资企
业在华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政策平台，
有助于外资企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
出更多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同时加强和本土企业战略合作，构
建更完善的产业生态， 抓住中国市场更
大的机遇。

“我们将继续鼓励国家级经开区大
胆试、 大胆闯， 加快探索自主开放新路
径， 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型开放
创新成果， 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作出更大贡献。 ”吉小枫说。

（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记者 安 蓓 谢希瑶 王雨萧）

探 访 第 三 届
中国国际供应链
促进博览会现场

7 月 14日在第三届中国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先进
制造链展区拍摄的普华永道
展位。

以“链接世界、 共创未
来” 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
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 7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北京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

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先进
制造链、 智能汽车链、 绿色
农业链、 清洁能源链、 数字
科技链、 健康生活链六大链
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上半年增长 2.9%！我国外贸连续 7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
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记者 张

晓洁 邹多为）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
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1.79 万亿元， 创历
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2.9%。 其中，二季
度进出口同比增长 4.5%，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连续 7 个季度保持同比增
长。

出口额、进口额分开来看，上半年我
国出口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这是上
半年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13 万亿
元。 进口 8.79 万亿元，同比下降 2.7%，降
幅相比前 5 个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

进入 6 月份， 我国进出口整体、出
口、进口同比全部实现增长，且增速都在
回升。

具体来看，出口动能向优向新。上半
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7.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9.5%，占出口总值的 60%，较去年
同期提升 1.2 个百分点。 其中，与新质生
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两成，
代表绿色低碳的 “新三样 ” 产品增长
12.7%。

内需扩大带动进口趋稳。 随着 “两
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二季度进口
转为正增长。 上半年，我国石化、纺织等

机械设备进口增速均达到两位数， 电子
元件等关键零部件较快增长，原油、金属
矿砂等重要原材料的进口量增加。

贸易主体方面，上半年，我国有进出
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62.8 万家，历史同期
首次突破 60 万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 4.3
万家。 其中，民营企业 54.7 万家，进出口
增长 7.3%，占进出口总值近六成。

贸易伙伴方面，上半年，我国对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 11.29 万亿元，
增长 4.7%，占进出口总值的 51.8%，较去
年同期提升 0.9 个百分点。 其中，对东盟
进出口 3.67 万亿元，增长 9.6%。同期，对

欧盟、韩国、日本等进出口均实现增长。
近期，日内瓦、伦敦经贸会谈取得积

极进展，中美贸易有所回升。 6 月份进出
口值回升到超过 3500 亿元，同比降幅明
显收窄。

“总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顶压
前行，规模稳中有增、质量优中有升，成
绩实属不易。”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在
国新办 1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
要看到，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增
加， 下半年我国外贸稳增长仍需要付出
艰苦努力。

杨学诚：
从清华学子到抗日先锋

他是清华学子，当民族危亡悬于一
线时，他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
吼；他是抗日将领，当抗战形势焦灼、国
土相继沦陷时， 他毅然奔赴鄂中农村，
以“八条枪”为基础发展敌后游击武装，
屡挫日伪气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南麓，抗日
英烈杨学诚长眠于此。 “读书时就听闻
老学长的故事， 如今来到他的故乡工
作，更能体会他那份抉择之重。 ”在黄陂
参与基层工作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孙欣
頔说。

杨学诚 ，1915 年出生于湖北黄陂
研子岗一户贫苦农家。 1934 年，杨学诚
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初入清华
园，他寡言少语，安分内向，鲜少参加课
外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
华北的争夺。 然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
协退让，极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刺痛
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心。

“华北之大， 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
静的书桌了！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
发，杨学诚与数千学子一道，冲破军警
封锁，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
随后，他加入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
团，顶寒风、冒风沙，徒步乡野，将救亡
火种撒向广阔农村。

民族危难之际，他完成了从“书生”
到“战士”的蜕变。 1936 年，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 “集体讨论时，他从坐着说到站
起来说，再到边走边说，总能点燃大家
的热情。 ”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回忆，多
位曾与杨学诚共事的老同志都赞叹他
擅长做思想动员工作。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 北平沦
陷，杨学诚 9 月初抵武汉，担任中共长
江局青委委员 、湖北省 （工 ）委青委书
记。同年 12 月，他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

年救国团。 该组织如燎原星火一般发展
至 5 万余人，成为武汉抗日救亡运动高
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抗战烽火连天， 日军进逼华
中。1938 年 8 月，组织一声令下，杨学诚
奔赴鄂中， 与同志并肩开创抗日根据
地。 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抗日骨干
300 余人，为鄂中敌后武装斗争奠定了
坚实的组织基础。

应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讨饭也要
讨来一支枪”的壮语，带领当地县委白
手起家，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创立了
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 1939 年 6
月，“应抗”主力整编加入新四军，鄂中、
豫南武装实现统一指挥。 杨学诚历任多
个指挥要职， 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风
餐露宿，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斗争。

“那时条件艰苦， 二伯穿着生满跳
蚤的旧衣服，和战士们挤在一间土房里
工作。 ”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讲述，1939
年，祖母得知儿子在应城驻防，带着子
女步行 6 天前去探望。 部队首长见其家
贫，悄悄塞给杨母两块银元。 杨学诚得
知后， 恳请母亲退还：“现在队伍困难，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

1942 年 8 月，杨学诚兼任新四军第
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率部开辟鄂南
抗日根据地。 途经家乡黄陂时，他动员
青年参军。 留宿家中当晚，母亲劝他早
日娶妻，他却说：“全国尚未解放，我哪
有心思成家？ ”并向家人许诺“等胜利
了，一定接你们到武汉团聚”。 然而，长
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求学时染上的肺
疾， 拖垮了他的身体。 1944 年 3 月，杨
学诚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年仅 29 岁。

抗战胜利后，英魂归葬故里。如今在
黄陂，每逢清明、“七一”等节点，前往杨
学诚陵园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 “时代
不同，但报效国家的赤诚一脉相承。 乡
村振兴，基层就是前线，我会把这份志
向融入田间地头，为乡亲们多做实事。 ”
孙欣頔说。 （新华社武汉 7月 14日电

记者 龚联康）

2025 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 4.6 亿辆
驾驶人达 5.5 亿人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
任沁沁）公安部 14 日发布最新统计，截
至 2025 年 6 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 4.6 亿辆，其中汽车 3.59 亿辆；机动
车驾驶人 5.5 亿人 ， 其中汽车驾驶人
5.15 亿人。 2025 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
记机动车 1688 万辆 ， 新领证驾驶人
1258 万人。

截至 6 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 3689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0.27%。
其中， 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2553.9 万辆，
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69.23%。上半年新
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62.2 万辆， 同比
增长 27.86%，创历史新高。 新能源汽车
新注册登记量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4.97%。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5 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5.15 亿人，
占驾驶人总数的 93.68%。 2025 年上半
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 1258 万人。

全国有 101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
超过 100 万辆 ，45 个城市超过 200 万
辆，27 个城市超过 300 万辆。 其中，成
都、北京、重庆汽车保有量超过 600 万
辆，苏州、郑州、上海、西安汽车保有量
超过 500 万辆。

2025 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
转让登记业务 1977 万笔。 其中，办理汽
车转让登记业务 1838 万笔， 同比增长
13.05%。 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
客车业务 308.1 万笔， 二手车异地交易
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
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
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
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
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 5395 万笔。 另外，
已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发
放电子驾驶证 3.28 亿个、 电子行驶证
1.99 亿个。

高温催生暑期清凉经济
7 月 12日， 游客在山东省荣成市那香海景区游玩（无人机照片）。
连日来，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 催热暑期“清凉经济”， 多样化消暑体验和消

费场景释放夏日经济活力。 新华社 发 李信君 摄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2.92 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

吴 雨 刘羽佳） 中国人民银行 14 日
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
民币贷款增加 12.92 万亿元 ， 其中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57 万亿元。

数据显示，6 月末， 我国人民币贷
款余额 268.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上半年， 我国住户贷款增加 1.17 万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57 万亿
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7.17 万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 月末， 我国广
义货币（M2）余额 330.2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3%；狭义货币 （M1）余额 113.9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6%；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3.18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12%。

另外，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7.94 万亿元 。 其中 ， 住户存款增加
10.77 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上
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2.83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 4.74 万亿
元。 6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30.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