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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具有绿色、低碳、高附加值
和知识密集等特点。此外，服务贸易还有两个特点需要注
意：一是波动幅度小，服务贸易受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较
小，发展相对稳定。二是交付过程更便捷，对外部环境依赖
较小。货物贸易交付的是有形的产品。在交付过程中，货物
贸易需要借助海、陆、空等运输方式；而除了旅行、运输、建

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外，其他不涉及实物产品交付的服务贸易绝大多数可以
通过线上支付完成，不受跨境运输等外部环境限制。

因此，在全球贸易比较景气时，货物贸易的增速往往高于服务贸
易；在全球贸易比较萎靡时，服务贸易的增速往往高于货物贸易。

过去这一年，中国服务贸易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实现了规模和数量上
的快速稳定增长。2022年1—11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4046.1亿元，同比增
长15.6%。在全球贸易各项指标普遍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中国服务贸易还能
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实属不易。二是发展质量有了明显提升。2022年9月，商
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2》指
出，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指数位列全球第九，首次进入世界前十名。

中国服务贸易能实现快速发展，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近
年来，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基础
和社会环境支撑；其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政策，搭建了一系
列合作平台，为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如扩围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加大自贸区
和自贸港建设、如期举办中国 （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服务贸易大国，在全球服务贸易
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尤其是服务进口的扩大，
不仅为各国扩大服务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
供了强大动能。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出口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中
国的服务出口对象主要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出
口产品主要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和生产制造相关的服务。这将极大提升
相关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

随着全球绿色经济和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中国服务贸易也迎来发展
新机遇。未来，推动服务贸易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稳步扩大国内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入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
作，不断完善服务贸易发展的平台和载体，加快落实数字贸易、文化贸易、
知识产权服务、地理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的相关政策。二是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稳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重点开拓一些周边
市场和“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通过签订自贸协定和加入多边合作框架等
形式开展机制化合作；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积极抢抓国际服
务市场的订单，推动服务贸易相关合作，将中国服务贸易各项优惠政策落
到实处。三是提升服务贸易质量，加大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
力度，提高跟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服务能力，增强稳定贸易供应链的服务
能力。四是加强宣传推介，充分利用中非、中拉、中国—中东欧、中国—东
盟、中国—海合会等合作机制，打造中国服务品牌，为中外服务贸易企业开
展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本报记者 贾平凡采访整理）

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2 年 1 至 11 月，中国服
务进出口总额54046.1亿元，同
比增长 15.6%，服务贸易继续
保持增长。数据显示，2022年1
至 11 月，中国服务出口 25835
亿元，同比增长 15.5%；进口
28211.1亿元，同比增长15.6%；
服务贸易逆差2376.2亿元。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网站
发表评论文章称，自2012年以

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保持
快 速 增 长 势 头 ，年 均 增 长
6.1%，高出全球增速3.1个百分
点。截至 2021 年，中国服务贸
易已连续 8 年稳居世界第二
位。10 年间，中国服务业增加
值增长 1.49 倍，进口服务累计
超过4万亿美元。文章指出，服
务贸易或已成为中国开展对外
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增长点。

中国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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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专家：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 李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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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观众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家会议中心场馆展区
参观。 张如训摄 （人民视觉）

交通明显繁忙

自 1月 7日起，中国拉开为期 40
天的 2023 年春运大幕。自 1 月 8 日
起，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

“乙类乙管”，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
测和集中隔离。当春运这一“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徙”遇上中国
疫情防控不断优化，2023 年的中国
春节重现疫情前“流动中国”的热闹
景象，引发外媒广泛关注。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称，
1月 8日零时 16分，中国南方航空多
伦多—广州航班降落在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该航班上近300名旅客成为
近 3 年来首批免入境核酸检测和免
入境隔离措施的旅客。这是中国优化
防疫政策的又一个里程碑。

据路透社报道，2023 年的春节
假期将从 1 月 21 日起正式开始，这
将是自2020年以来首个没有旅行限
制的春节假期。

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报道，中
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预计2023
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
次，比2022年同期增长99.5%，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70.3%。报道称，仅在
2023年春运的第一天，中国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就发送旅客近3500万
人次，比2022年同期增长38.9%。

报道称，人口密集的上海和北京
等特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比平日少
的人员流动，因为许多打工者已开始
返回他们的家乡——此时车票和机
票要比临近假期时好买得多。这些
天，上海的火车站要比往常繁忙得
多，该市的两个大型机场也是如此。
作为边境全面开放的直接结果，这几
天，上海机场的国际出发和到达大厅
3 年来首次部分恢复了疫情之前的
热闹，值机柜台前再次排起了长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
在经历3年防疫隔离后，中国正在打
开大门。成千上万的旅客跨过边境口
岸，开启欢乐团聚和期待已久的旅程。
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国际机场，许多人
正在旅客到达出口等待亲人回国。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多地经济活

力正在逐步回升。北京、重庆、成都、
武汉等地近期乘坐地铁出行的人数
增加约 40%至 100%，这表明居民们
正在陆续返岗复工，商场和餐饮经营
场所也在恢复之中。与此同时，各个
城市的交通繁忙程度明显增加。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近日
报道，古城西安慢慢走出新冠疫情阴
影，热闹劲儿回来了。报道称，在西安
明城墙内的钟楼区，有许多深受游客
青睐的小吃店。晚上，火锅店和烤串
店外排起了长队，顾客们坐在小塑料
凳上等位。

外媒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有序开
放的同时，依然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据拉美社报道，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
年假期期间，由于国内旅行人次将增
加，中国政府敦促公众提高防范意
识，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中国交通
运输部举办新闻发布会称，倡导民众
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特别是患有基础
病的老年人以及家中有孕妇、婴幼儿
的家庭，要尽量减少出行，以降低自
身和家庭成员的旅途感染风险。

掀起消费热潮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
中国春节旅游市场逐渐升温。数据显
示，春节期间旅游产品预订量已经比
2022年上涨40%，人均旅游花费同比
更大涨超过50%。旅游资讯平台携程
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5日，春节期间
旅 游 产 品 预 订 量 比 2022 年 上 涨
45%，人均旅游花费同比增加 53%。
此外，春节期间的机票订单同比增长
约 15%，中国国内 60%以上目的地的
机票预订量也赶超2022年。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消费者正准
备再次外出消费，尤其是在大城市和
旅游热点地区。报道称，在为期 3 天
的元旦假期中，企业和消费者看到了
热闹的生活景象——度假者蜂拥至
海滩，航班数量激增，酒店因为订满
而只能拒绝一些客人。在1月底的农
历新年，电影院预计将迎来一年中最
繁忙的日子，而餐饮业正设法获得与
2019年相匹配的收入。

据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报

道，随着中国不断调整优化疫情
防控措施，24岁的梁梅 （音） 迫不
及待地开始筹划她的首次出境旅
行。报道称，在世界各地，航空公
司、酒店和奢侈品企业都在为数以
千万计中国游客的回归做准备。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称，中
国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
隔离，方便了中国人出国旅行。预
期的商务旅行激增，随之而来的
是，更大的投资和交易可能性。中
国大规模恢复出国旅游最明显的影
响，可能是释放广大中产阶层的旅
游需求。该群体海外旅游支出曾占
全球旅游支出的17%。

据法国《世界报》网站报道，从普
罗旺斯到卢浮宫和莎玛丽丹百货公
司都在期盼，中国游客很快回到法
国。2019 年，有 220 万中国人到法国
游玩。根据法国旅游办公室的数据，
这些游客平均旅行时间为5天，每年
的收益估计为 35 亿欧元，相当于总
体旅游收入的7%。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报道称，全
球旅游业即将迎来中国热潮。报道
称，对爱旅游的中国人来说，好日子
终于又要开始了。随着中国全面开
放，中国人已在制定 2023 年的假期
计划。全球旅游业有望重回旧时光。

对于中国消费的持续复苏态势，
外媒给予普遍关注。彭博社认为，即
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急剧
放缓，中国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吸引力
的国内需求驱动复苏的故事。美国消
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说，随着中
国不断优化防疫政策，中国经济势必
迎来强劲反弹，“我们很有耐心，看好
中国消费前景，将继续在中国投资。
未来 10 年，中国将成为增长更加强
劲的消费市场。”

提升增长预期

2022 年 12 月 30 日，新加坡航
空恢复直飞北京客运航班服务，为
双方往来增添便利。彭博社报道
称，中国防疫措施优化调整将在
2023年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
新加坡带来更多潜在机遇。新加坡

当地企业人士表示，企业应尽快接
触中国市场，抓住中国开放机遇。

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
措施。市场持续回暖，极大激发了
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全球正面外溢
效应的乐观预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
随着中国优化防疫政策、出台利好
经济措施，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均预
计2023年中国经济将稳步回升。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刊文称，自
1 月 8 日开放边境后，中国恢复和其
他经济体的商业、知识和文化接触，
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积极影响。文
章称，中国的重新开放将成为 2023
年最重要的经济大事。经济活动将伴
随着中国对产品、服务和大宗商品的
需求而大幅反弹。泰国的海滩、全球
各大公司以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
都将受到影响。

伦敦豪华的哈罗德百货公司自
2019年以来首次就适合中国人的服
装进货。哈罗德总经理迈克尔·沃德
说：“如果中国游客回归，那将是非
常可观的人数。”

坦桑尼亚达雷斯萨拉姆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希表示，
中国正在恢复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
的全球贸易往来，这对拉动全球经
贸和复苏，使全球尽早走出疫情的
阴霾将是重大利好。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
道称，随着中国重新开放，经济学
家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持乐观态
度。报道援引高盛集团的分析称，
中国放宽国内人员流动和入境旅游
的措施，也支持了该集团对2023年
中国GDP增长达到5.2%的预期。经
济学家还表示，随着旅行恢复正
常，这些最新措施还可能会有利于
中国周边地区的增长。

半岛电视台新闻网表示，全球
经济经历了2022年的重重困难。面
向即将到来的2023年，中国重新开
放，提振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

美国《巴伦周刊》网站报道称，中
国是全球唯一有望在2023年实现企
业利润和 GDP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春节春节
是外媒观察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是外媒观察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外媒外媒
关注到关注到，，今年春节前夕今年春节前夕，，随着疫情防控随着疫情防控
措施不断调整优化措施不断调整优化，，中国社会重现中国社会重现““流流
动中国动中国””的图景的图景：：街道上车水马龙街道上车水马龙，，车车
站里声语喧嚣站里声语喧嚣，，商场里人流如织商场里人流如织；；家家家家
户户精心购置年货户户精心购置年货，，旅游景点食宿订单旅游景点食宿订单
暴涨暴涨，，边境口岸签证审批有序恢复边境口岸签证审批有序恢复；；一一
趟趟列车带着中国人对家和亲人的思念趟趟列车带着中国人对家和亲人的思念
疾速飞驰疾速飞驰，，一架架航一架架航班搭载着天南海北班搭载着天南海北
的旅客陆续起飞的旅客陆续起飞…………

外媒纷纷报道外媒纷纷报道：：新的一年新的一年，，中国经中国经
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将带给全球将带给全球
信心和希望信心和希望。。

春节将至，中国“烟火气”扑面而来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春节春节将至将至，，中中国国““烟火气烟火气””扑扑面而来面而来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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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在D2281次列车上举办“平安有序温馨
南客伴您同行”春运主题活动，乘务员向旅客赠送对联、福字，开展有奖问答等活动，欢声
笑语充满回家路。图为列车长郎茜 （后） 和旅客一起展示对联。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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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中国官方就发布文件预告了 2022 年 12
月31日终止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现在，这项长
达 13 年的新能源补贴计划已退出历史舞台。从结果
看，这项计划无疑是成功的，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
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地和市场，不少崛起的新能
源车企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雄心勃勃。

逐步告别“补贴时代”，意味着这个行业将从政
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

中国几乎在新能源汽车兴起之初就提出包括补贴在
内的扶持政策。2009年中国政府就决定要扶持这个行
业，并从2010年开始提供购车补贴。但中国政府不仅直
接补贴新能源汽车生产商，还减免购置税，在北京、上海
这类对汽车限购、限行的城市，新能源车成为例外。这些
都加大了中国企业投入的热情。在这些政策刺激下，中
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增长都远远领先全球其他
地区，在 2015 年销量达到 33 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并保持至今。

2017年起，财政补贴逐年减少，2019年6月政府
补贴再度大比例缩减，整体退坡幅度约为 80%。此
后，行业进入新阶段，2021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批
发跃升到 300 万辆以上，同比增长 181%。在此基础
上，2022年继续飞速上涨，前11个月，中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达到 606.7万辆，同比增长超过 100%，市场占
有率达到25%。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产业分析师妮希塔·
阿加瓦尔表示，随着补贴的结束，预计中国汽车行业
将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和具有竞争力，新能源汽车也将
逐渐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

中国新能源汽车告别“补贴时代”

近日，在山西省运城市大运新能源汽车冲焊车间
智能化生产流水线，智能焊接机械臂进行新能源汽车
车架焊接作业。 闫 鑫摄 （人民视觉)

被称为“茶之国”的中国近年掀起咖啡热潮，街
头巷尾咖啡馆林立。最近，一种混合茶和咖啡的新式
茶饮火了起来。

星巴克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已在中国开
设 6000 多家店铺，计划到 2025 年增至 9000 家。对星
巴克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日本、
加拿大和英国的咖啡连锁品牌也纷纷进入中国。

连锁店以外的独立咖啡店也越来越多。从出家门
就能马上喝到咖啡这个角度出发，衍生出“家门口的
咖啡”这样的理念。

上海黄浦区一家咖啡店开在菜市场里，为满足附
近居民需求，从8时开到24时。也有咖啡店打造“国
潮”风格，在古典中式建筑中使用茶具制作咖啡。
多元化咖啡店风格紧紧抓住年轻人喜欢拍照打卡的
特点。

最近，将茉莉花茶、乌龙茶等与咖啡混合的“中
式咖啡”出现在各大茶饮店的菜单上。在香港也早有
将红茶和咖啡混合的鸳鸯茶，因而“茶咖”这一搭配
也逐渐为消费者所接受。此外，还出现“调配”了栀
子花、山茶花、玫瑰香味的“香水型咖啡”。

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咖啡市场将同
比增长 27.2%，达到 4856亿元，按照这一增速，预计

2025年将达到1万亿元。目前世界咖啡消费量平均增
长率仅有2%，中国则达到每年15%以上。另外，中国
消费者不太喜欢无糖咖啡。预计中国咖啡市场将进一
步扩大，无糖、微糖等糖度将逐渐为大众接受，中国
也将成为全世界咖啡产业的主战场。

——据日本《东方新报》文章

“茶咖”结合新式饮品风靡中国

近日，在由原天津第一热电厂改建成的金茂汇商
业综合体内，消费者在一家“工业风”设计的咖啡店内
休闲。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