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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3年服贸会筹
备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3.1万亿元，同比增长
8.5%。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各有关部门，加快
出台服务贸易相关政策举措，推动服务贸易高质
量发展，在贸易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高标准建设服
务外包示范城市，进一步推动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提质升级扩围，在更多领域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
新模式，打造服务出口新的增长点。

全年服务进出口规模将保持增长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稳外贸压力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如何？面
临哪些挑战？下一步商务部将在促进服务贸易
稳步发展方面又将采取哪些措施？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面对复杂严峻
的外部环境，我国服务贸易显示出较强的发展韧
性，保持较快增长。

202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6万亿元，
同比增长12.9%，规模创历史新高，连续第九年位
居全球第二。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3.1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2.3%，
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3.5%，服务贸易
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随着外部需求减弱、风险挑战增多、规则竞
争突显，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仍面临一定压力
和挑战。陈春江表示，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
国服务业基础不断夯实，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持续
深化，数字化、绿色化“双轮驱动”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有利因素在不断积累。

商务部预计，全年服务进出口规模将保持增
长，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
各有关部门，加快出台服务贸易相关政策举措，推
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在贸易强国建设中发挥
更大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提升开放水平。将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稳步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推动出台全国版和自
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初步形成中
国跨境服务贸易梯度开放的制度体系。发挥好
服贸会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平台
功能，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不断扩大服
务贸易“朋友圈”。

创新发展机制。将高水平建设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平台，在国务院部署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示范区。高标准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进一步推动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提质升级扩围，在
更多领域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服务
出口新的增长点。

优化发展环境。将推动出台关于服务贸易开
放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和优化适应

服务贸易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的政策措施。持续
推进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成果在国内
的生效实施工作，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支持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改造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加快了服务贸易数字化转
型的步伐。据世贸组织预测，到2030年，数字技术
将促使全球贸易增速每年提升1.8到2个百分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王东
堂表示，2022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
口额达到2.51万亿元，同比增长7.8%，居全球第
五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可数字化交付
的服务出口1.4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高于进
口增速9.6个百分点，说明我国数字交付的服务
组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今年上半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
口规模继续增长12.3%，高出服务进出口总体增
速3.8个百分点。其中，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
口增长16%，高出服务出口总体增速21.9个百分
点，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王东堂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着力优
化数字营商环境，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培
育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新动能，主要从四个方
面推进工作：

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出台关于数字贸易改
革创新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加强促进政策和监管
政策协调，营造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

积极推进服务外包数字化高端化，积极发展
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租赁等生产性服务外包，
大力扶持众包众创、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服务外
包新模式加快发展。

高标准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进一步
落实支持基地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扩大可
数字化的服务出口。

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支持旅游、运输、
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改造，同时大力推动
智慧物流、远程医疗、线上办展等新兴领域的发
展，不断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

服贸会下月在北京举办

陈春江表示，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将于9月2日-6日在北京
举办。

今年服贸会将重点突出国际合作和线下活
动，将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服务业扩大开放
专场推介大会，首次举办联合国国际公约——
《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签约仪式。目前，服
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今年服贸会的主题为“开放引领发展，合作
共赢未来”。陈春江表示，今年将继续提升和优
化服贸会三大平台功能，努力把服贸会打造成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服务贸易盛会，为世界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力。

今年服贸会将突出发挥三方面作用：凝聚共
识，合力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共享共赢，持
续深化服务贸易务实合作；数字引领，共同激活
服务贸易创新动能。

当前，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成为新一轮高水
平开放的重点。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我国
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在综合展核心部分首
次融合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扩大开
放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继续高
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高水平举办200余
场论坛会议活动，与世界各国共同探讨服务业和
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新路径，共
促开放发展。

服贸会自创办以来，累计吸引196个国家
和地区的60余万展客商参展参会，成为拓展
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服贸会
将重点突出国际合作和线下活动，特别是将首
次举办“投资中国年”服务业扩大开放专场推
介大会，首次举办联合国国际公约——《北京
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签约仪式。目前，已有
2200多家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同时今年将继续
组建中央企业交易团、中央金融企业交易团以
及37个地方交易团参展参会，有望达成更多
务实成果。

此外，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
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的引领作用，综合展及9个
专题展将重点展示芯片技术、量子测控、卫星遥
感、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专精特新成果，60余
家企业和机构将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医疗健
康、文化创意等领域首发一批新产品、新技术，
引领行业创新趋势，为服务贸易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青岛）律师事务所李维岳、马伟中、王文贵律师；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刘均、傅强、高峰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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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昨日发布中国运输生产指数
(CTSI)。7月，中国运输生产
指数(CTSI)为187.6点，同
比增长18.5%。分结构看，
CTSI货运指数为208.1点，同
比增长6.7%；CTSI客运指数
为150.6点，同比增长71.5%。

本报综合

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与
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四
个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2.3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1%，远
超同期我国外贸0.4%的整体
增速，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比重
提升1.6个百分点至10.1%。

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前7月同比增长11.5%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财政部发布2023
年7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7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9334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税收收入117531亿元，同比增
长 14.5%；非税收入 21803亿元，同比下降
2.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63849亿元，同比增长11.2%；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75485亿元，同比增长
11.8%。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上，1-7月印
花税2679亿元，同比下降8.3%。其中，证券
交易印花税1280亿元，同比下降30.7%。

1-7月，全国政府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28596亿元，同比下降14.3%。分中央和地
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214亿
元，同比增长 2.6%；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本级收入 26382亿元，同比下降 15.5%，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2875亿元，
同比下降19.1%。

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9147
亿元，同比下降23.3%。分中央和地方看，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896亿元，同
比下降 67.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8251亿元，同比下降21.3%，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27551亿元，同比
下降20.4%。

““非对称非对称””降息降息：：55年期以上年期以上LPRLPR““落空落空””

此次5年期以上LPR
未调整主要有三大原因：

●银行净息差压力较大，5年期
LPR不变有助于商业银行稳定
净息差水平
●因城施策下，楼市“冷”的地方
房贷利率可以低于LPR
●避免新旧房贷利差进一步走
阔，后续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概率
较大

此外，按照存款报价机制及稳定
银行净息差的需要，存款利率也
将迎来下调，尤其长期存款利率
下调幅度会大一些

商务部：加快出台政策举措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高标准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贝壳研究院昨日发布的
一份报告指出，2023年二季
度，中国重点城市商贷平均
贷款成数为61.2%，较去年
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较上
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

11年期年期LPRLPR为为33..4545%%
相比相比上月下降上月下降1010基点基点

55年年期以上期以上LPRLPR为为44..22%%
和上和上月持平月持平

上半年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1万亿元
同比增长8.5%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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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