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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即“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作为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本届广交会展
览总面积增至150万平方米，线下展企业
从2.5万家增至约3.5万家，新参展企业
超过 9000家，线上展企业近 4万家，上
传展品超过300万件，2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数十万采购商报名参会。“万商重聚
珠江畔”的盛况，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外贸
的新气象。

“做生意就像走亲戚，多见面才亲切”

4月的羊城，天朗气清。不到上午 9时，琶洲
展馆外就挤满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中外客商。

在陕西联合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丹麦
BONNIER公司采购经理奥利·格隆德·桑德尔见到
了中国供应商陈涛。此前，双方虽有业务往来，但受
疫情影响，只能线上沟通。与“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刚见面，桑德尔就一手掏出计算器，一手拿着尺子
直奔主题：“我们想继续订购苏打水机”“北欧消费
者喜欢自行购买二氧化碳气弹”“快递包装尺寸不
要比产品大太多”……

陈涛将客户的要求逐条记录在一个小本上。
几番讨价还价，双方脸上逐渐露出笑容。“桑德尔
主要做邮购业务，因此对商品包装要求很高。既
要注重环保，又不能让包装超重增加额外的快递
费。正是通过广交会，我们才得以更加准确、清
晰地了解海外客户的需求。”陈涛说。

不远处，浙江阿斯贝拉制冷科技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虞振也在卖力地向采购商们介绍自家的压
缩机产品。虞振说，压缩机是冰箱、冷柜等制冷
设备的重要零部件。阿斯贝拉的压缩机在 43℃的
高热气候下可以工作超过 5000 个小时，在土耳
其、伊拉克、印度等地市场很受认可。“做生意就
像走亲戚，多见面才亲切。广交会恰好给了我们
这样的舞台。”虞振说。

“即便站在路边，也要参会”

本届广交会是新冠疫情发生后第一次全面线下
举办，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为了
抓住广交会的商机，很多人都使出浑身解数。

“刚忙完第三届消博会，我就赶来广交会了。
连续在外加班超过两周，是我干贸易 20多年来的
头一次！”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广州韩国贸易馆
馆长金柱澈对本报记者说，展位上咨询者络绎不
绝，让他觉得辛苦没白费。

据金柱澈介绍，韩方精选了20家企业参加本届
广交会。其中，有几家中小企业的产品非常独特。

“比如，枫年公司的压力锅、NUC公司的榨汁机、脉
鲜公司的便携式丁烷气灶，这是几乎每个韩国家庭
都会用的产品。”金柱澈说，近些年，随着中国对
韩国出口增加，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越来越多，
这得益于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能力
的增强。下届广交会，预计会有更多韩国企业参
展，自己正盘算着如何争取更多展位。

临近傍晚，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海外
销售工程师姜雅腾支起一个三脚架，开始忙活起
来。“从-20℃到 600℃，我们的红外热成像镜头都
可以自动生成物体的热力影像。这些产品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链接手机十分方便，自动驾
驶、宠物医疗等领域都用得上，在美国市场很受
欢迎……”面对从展馆中走出来的人们，姜雅腾不
停地介绍着。

他告诉本报记者，广交会人气旺，可谓“一位
难求”。尽管没能及时订上展位，但公司无论如何

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即便站在路边，也要参
会！”姜雅腾语气坚定。

“到这里，为的就是寻找未来”

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中国向世界展示了高质
量发展的成果，海外客商也努力寻找中国高质量
发展的机遇。

首次参加广交会的莫桑比克小伙达尼洛·阿扎
里亚斯，提前一周来到中国。展会期间，他重点要找
的是可供非洲消费者使用的绿色能源产品。

“粗放的发展方式会导致环境问题，很多非洲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
面，非洲有着丰富的绿色能源储备，开发潜力巨
大；另一方面，中国在绿色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拥
有很多先进、成熟的产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
抓住这些机会呢？”达尼洛·阿扎里亚斯对本报记者
说，“非洲和中国都意味着未来。到这里，为的就
是寻找未来。”

通过广交会这个平台，更多促进外贸高质量
发展的观点和智慧相互碰撞交融。

在第二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上，中国贸促会
会长任鸿斌说，保护知识产权是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驱动因素。希望广大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
程中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统筹开展专
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全方位保护布局，
为拓展外贸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产业数字化对贸易数字化的支撑还不
够。未来，只有先积极了解产业数字化的工作机
理和原理，推动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才
能提升贸易数字化的质量。”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副院长石勇说。

更多“广交世界，互利天下”的故事，正在珠江
之畔续写。

展览面积、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广交会展现外贸新气象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4月 16日电 （记者廖
睿灵）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的《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今年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51.9%
左右，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
电量的比重达到 15.3%。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12.7亿千瓦，约占总发电装机
的 49.6%。“51.9%左右”的目标，意味
着今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
将首次超过50%。

指导意见明确，能源结构转型深
入推进。煤炭消费比重稳步下降，非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8.3%左右。同时，稳步推进重点领
域电能替代。

供应保障能力将持续增强。指导
意见指出，今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达
到47.5亿吨标准煤左右，能源自给率
稳中有升。原油稳产增产，天然气较
快上产，煤炭产能维持合理水平，电
力充足供应，发电装机达到27.9亿千

瓦左右，发电量达到9.36万亿千瓦时
左右，“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达到3.1亿
千瓦左右。

根据指导意见，今年将大力发展
风电太阳能发电。推动第一批以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项目并网投产，建设第二
批、第三批项目，积极推进光热发电
规模化发展。稳妥建设海上风电基
地，谋划启动建设海上光伏。大力推
进分散式陆上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推动绿证核发全覆盖，做
好与碳交易的衔接，完善基于绿证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科学
设置各省（区、市）的消纳责任权重，
全年风电、光伏装机增加 1.6亿千瓦
左右。

此外，增强区域能源资源优化配
置。加快建设金上―湖北、陇东―山
东、川渝主网架等特高压工程，推进
宁夏―湖南等跨省区输电通道前期工
作，增强跨省区电力互济支援能力。
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重点建设中
俄东线南段、西气东输三线中段、西
气东输四线、川气东送二线、虎林―
长春天然气管道等重大工程。积极协
调保障重点地区煤炭运力。

本报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廖睿灵） 记者
从国家能源集团近日举行的“首季开门红 助力
稳增长”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集团
主要生产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最佳水平，实现今
年首季开门红。

国家能源集团新闻发言人黄清介绍，今年
以来，集团坚决贯彻能源保供稳价决策部署。
聚焦能源保供稳价，全力保安全、增产量、提
运量、保电量，自产煤自2021年10月以来连续
18 个月保持月均 5000 万吨高位水平，发电量
28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主要指标均创
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国家能源集团大力发
展非化石能源，夯实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
础，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一季度，集团新
能源开工160万千瓦，投产202万千瓦，创近年
同期最好成绩；新能源装机规模同比增长超
30%，单月发电量两次超 125 亿千瓦时。绿电、
绿证交易量超去年全年总量。

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一季度，国家能源集团
完成投资279亿元，同比增长45.8%。此外，集团成
立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大项目推进
年”活动，全面实施 23 个重大项目和 189 个大项
目，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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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 16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
息称，要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
政策，搞好跨周期调节，更好发挥
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
能，全力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
物价工作，着力支持扩大内需，为
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
召开 2023 年第一季度例会。会议
指出，国内经济呈现恢复向好态
势，但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要
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节奏平稳，保
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用好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
支持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
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延续实施碳
减排支持工具等三项货币政策工
具，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绿色发
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
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

会议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
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
持科技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
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支持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做到金融
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

央行：

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据新华社上海 4 月 16 日电
（记者周蕊） 记者从上海市人社部
门获悉，一季度，上海就业规模进
一步增加，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新
增就业岗位 15.31 万个，超过既定
节点目标任务，就业形势持续回稳
向好。

2022 年 12 月下旬，上海提前
启动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动，锚定

“就业有支持、用工有保障、满意
有提升”目标，全力确保重点工程

和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以及重点群
体的就业需求。

针对季节性缺工问题，上海
不仅深入实施“沪”岗行动，强化

“3+X”组合式用工服务，及时提
供代理招聘、“对岗推人”、用工余
缺调剂，还落实落细重点企业就业
服务专员制度，形成“一企一策”方
案。截至3月底，各级人社部门已
累计为近 9000 户重点企业解决缺
工问题。

上海就业形势持续回稳向好
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15.31万个

据新华社杭州 4 月 16 日电
（记者屈凌燕） 记者从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一季度，浙江全
省 2868 家商品交易市场共实现交
易 总 额 5421.0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01%，总体呈现“开局回暖、活力
强劲”的消费场景。

随着一系列稳市场稳经济稳主
体政策落地见效，浙江省商品交易
市场信心提振效果显著，客流商流
物流全面复苏。数据显示，一季
度，浙江502家工业消费品市场共
实现成交总额 2076.31 亿元，同比
增长 8.04%。其中服装鞋帽市场增

长 幅 度 较 大 ， 一 季 度 成 交 总 额
132.04亿元，同比增长16.44%。针
纺织品市场随物流复苏领涨优势明
显，一季度成交总额达 822.52 亿
元，同比增长15.31%。

浙江农副产品市场也呈现快速
回升态势。一季度，2038 家农副
产品市场共实现交易总额 1420.60
亿元，同比增长 7.5%。春茶正值
上市，茶叶市场交易上涨，实现交
易 总 额 33.4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71%，其中安吉中国白茶城就实
现交易额约0.35亿元，较上年度上
升163.2%。

浙江商品交易市场活力强劲

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刘巍
巍） 记者近日从江苏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该省强化政策支
持，为拥有高超技能水平、展现一
流工作业绩以及为产业技术革新作
出突出贡献的“塔尖”型技术人才拓
宽发展空间。

目前，江苏面向龙头企业生
产、科研一线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
领军人才，开展第三批特级技师评

聘试点工作。该省明确，企业与特
级技师签订聘任协议，比照本企业
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相关待遇，并
吸纳特级技师参与科研攻关、重大
项目招投标技术评审等工作。

2022 年，经遴选、评审、公
示，江苏共计产生 87 位特级技师，
他们全部工作在生产、科研和技术
攻关一线，在全省高技能人才队伍
中发挥出较强示范引领作用。

江苏为“塔尖”型技术人才拓宽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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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3 届广交会主办
方专门在客流量最大的展
馆主通道区域设置了一批
中国工业设计展位。通过
工业设计赋能，越来越多
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逐步从单纯代工转向自有
品牌和自主设计，有力推
动了中国外贸创新和高质
量发展。图为 4 月 15 日，
采购商在第 133届广交会
上了解一家中国工业设计
企业的小家电展品。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力推动太阳能光伏产品创新和生
产，在国内外布局六大生产基地，满足市场需求，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图为工人在
东方日升公司生产车间检查光伏板产品。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积极推广普及农业新技术，实现科技服务到田
间、农情测报点对点，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图为在柘城
县国家数字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辣椒育苗中心，农技人员正利用“5G+智能
管控系统”喷洒营养液。 张子彬摄 （人民视觉）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各乡镇，今年首批春蚕养殖工作正
有序开展。柳城县拥有桑园面积 15.5万亩，近年陆续推广“小蚕吃饲料，
大蚕吃桑叶”的混合喂养模式，降低桑蚕养殖人工成本，桑蚕产业逐渐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图为 4月 16日，在柳城县冲脉镇一家
桑蚕专业合作社，农民把饲料摊铺在蚕框上。 黎寒池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