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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风电产业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截至 2023 年 9 月底，中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
过 4 亿千瓦，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连续 14 年、累计装机
容量连续 13 年稳居全球首位，占全球市场一半以上。
目前，中国风电产业有几大向好“风向标”：风电机组
价格基本回稳；风电技术由自主研发向创新引领发
展；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同步，部分已经领
先；风电机组核心部件国产化进程加速推进。

中国风电产业“扶摇直上”的发展势头，凝聚着中
国政府与相关产业链企业的合力。一方面，中国已搭
建起完善的风电创新基础设施，依托一批重点公共实
验、测试平台和设施，形成较为完善的风电创新基础
设施体系，并加紧建设可支撑前瞻性、引领性创新的
配套基础设施，为全产业链创新提供关键支撑。另一
方面，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依托规模化开发和持续
创新，中国培育出一条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全球竞争
力的风电产业链，覆盖项目开发建设、设备制造、技
术研发、检测认证、配套服务，为中国风电装机规模
迅速扩大及度电成本大幅下降提供有力支持。

目前，中国风电企业竞争力显著提升。全球风能
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球新增装机前15名的
整机企业中，有 10家中国企业；在全球风电累计装机
前 15 名的整机企业中，有 8 家中国企业，合计约占全
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31.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海
上风电产业链建设成效显著，中国已具备大容量海上
风电机组自主设计、研发、制造、安装、调试、运行
能力，施工安装、运维船舶等装备环节不断补强，深
远海风电处于有序发展中。

从全球市场来看，“乘风出海”是当前中国风电产业
的重要发展势头。中国不仅是全球风电产业最大规模
的单一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风
电技术实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生产的风电机组

（包括国际品牌在中国的产量）占全球市场2/3以上，铸
锻件及关键零部件产量占全球市场70%以上。中国生产
的风电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出口到 49个国家
和地区。截至 2022年底，中国风电机组累计出口容量
达到 1193万千瓦，遍布五大洲。中国风电制造企业形
成的丰富风电机组产品谱系，能够很好地满足沙漠、

海洋、低温、高海拔、低风速、台风等全球各种环境
气候区域的开发需求。再加上价格优势明显，中国风
电企业可以为全球提供极具技术、质量、价格竞争力
的机组产品组合，帮助更多地区以经济、高效的方式
利用风能资源。

未来，中国风电产业链建设一方面仍需保持技术
创新步伐，持续进行技术攻关，包括风电机组大型
化、定制化和智能化开发，大功率齿轮箱和百米级叶
片等部件技术突破，以漂浮式为代表的海上风电前沿
技术研发，高性能替代材料的研发与应用，陆上和海
上工程装备的专业化研发等；另一方面，中国需致力
于深化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互信程度高、具
有韧性的风电产业链供应链，通过整合各国优质资
源，高效开发风能资源，增加全球风电产业供应链稳
定性。中国作为风电大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产业链
优势，分享相关产业建设经验，携手各国将风电推广
为全球重要绿色能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
源转型提供更多支撑。

（本报记者 高 乔整理）

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科技含量高

近日，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
行。一些创新产品引人注目：一款挖掘机器人，支持通过手
柄远程操控，实现“点哪挖哪”“一键倒土”等功能；能实现
精密测量的三维扫描仪；能领会用户运动意图的下肢骨骼康
复器；还有能让新手像大师一样弹钢琴的智能钢琴……据
悉，本届博览会有142家企业的430余件产品参展，平均每件
展品拥有10项以上专利，科技含量拉满。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数据产量达8.1泽字节（ZB），同
比增长 22.7%，占全球数据总产量的 10.5%，仅次于美国，稳
居全球第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人民币，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此次博览会汇集了数字世界中令人惊叹的中
国新产品，充分展现中方与各国一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意愿。

——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报道

中国国产飞机安全载客超千万人次

近日，随着一架搭乘 81名旅客的 ARJ21飞机从中国南方
城市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起飞，投入商业运营7年的中国国
产支线客机 ARJ21安全载客量突破 1000万人次，中国向世界
航空强国迈出新的一步。

ARJ21 飞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制的新型涡
扇支线飞机，于 2016 年 6 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迄今为止，
ARJ21 飞机的开发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已向中国和
外国航空公司交付共计117架该款飞机，并在400多条国内外
航线投入使用，每周飞行约1800个航班。

据中国商飞介绍，作为首款完全根据中国自然环境设计
研发的飞机，ARJ21 对地形和天气条件较为复杂的中国西部
地区航线和机场具有很强适应性。

——据拉美社报道

“一带一路”推动新型城市建设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备受全球关
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涵盖着全面的
城市化项目。

从东亚到东非地区的城市结构已经受到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影响。中国投资的项目通过铁路将中亚城市与伦敦等
欧洲终点站连接起来，而“数字丝绸之路”的方向之一是将中
国西部通过巴基斯坦与东非城市连接起来。

这些基础设施正在改变城市。霍尔果斯曾是中哈边境上
一个冷清的小镇，如今已成为繁忙的物流中心，成片的集装
箱从欧亚大草原涌入繁华的自由贸易区和免税区。在东非，
中国资助肯尼亚的铁路建设和新的深水港项目，将打造一个
连接肯尼亚、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新跨国经济走廊。

——据美国《外交》杂志报道

“关系更加深入”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
布，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服务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方决定试行扩
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对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中国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的消
息引发相关国家广泛好评。

“这是一个有力举动，将大幅促进
中法两国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法国外
长科隆纳日前在北京访问时说。据法新
社报道，科隆纳对于中方的此项政策表
示欢迎，称这是“极好的消息”。法国外
交部门宣布，拥有硕士学位的中国人，无
论其文凭是法国的还是中国的，都将能
够从法国获得为期 5 年的旅行签证。条
件之一是至少在法国学习过一个学期。

比利时《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报道
称，德国驻华大使傅融表示：“这将是我
们公民流动性的重要改善，使中欧之间
的个人、文化和经济关系更加深入。”他
在社交媒体平台写道：“这一决定将在前
所未有的程度上为德国公民前往中国带
来便利。对在华的商务人士、旅游人士、
德中协会以及从事其他双边项目的朋友
而言，这是一个欢乐时刻。”

《今日自由马来西亚报》网站报道
称，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对于中方的免
签政策，马方将给予同等回应。马来西

亚宣布，从 12月 1日开始，对中国公民
实施入境30天内免签证的便利措施。

德国《商报》报道称，想要前往中国
旅行最多 2 周的德国人，将不再需要签
证。德国经济界欢迎中国做出这个令人
惊喜的决定。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
地区执行董事延斯·希尔德布兰特表示：

“中国总是给人惊喜，这是个积极信号。”

“促进经济交流”

2023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多项优
化入境游发展的措施，激活中外经贸文
旅交流能量。外媒从中解读中国市场释
放的开放信号。

路透社近日刊文称，近几个月来，
中国一直在采取措施恢复国际航班。7
月，中国恢复对新加坡和文莱公民15天
免签入境政策；11月，中国将过境免签政
策适用国家增至54个，其中包括挪威。

11月17日，中国外交部、国家移民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对符合条件的
签证申请人临时性免采指纹，减少 7 个
大项、15个子项外国人来华签证申请表
填报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77个
城市99个对外开放口岸开展口岸签证业
务，并优化过境免签及区域性入境免签
政策。

德国《商报》报道称，近期，针对驻华
外企的具体便利措施有所增加。8月底，
中国财政部宣布延长在华工作外籍人士
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至2027年底。此
次宣布的免签措施是又一个进步。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近几个
月来，中国在试图促进旅游业、经济和
人员交流的同时，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开
放诚意。中国这一姿态恰逢其与国外航
空联系增加、国际舞台气氛和基调变
化。此前，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了人
们期待已久的会晤，展现了大国关系稳
定的迹象。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2023 年第
三季度，俄罗斯商务旅客对飞往中国的
航班需求是去年同期的10倍。莫斯科大
学亚非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

“许多企业家意识到，对中国等亚洲国家
而言，面对面交流比邮件或视频会议都
重要得多。而且，研究当地市场、了解那
里的一切如何运作也很关键。”

“增强企业信心”

“意大利酒庄大多在乡村，我们去大
城市办签证并不方便。这下好了，我们
的工作人员将更便利地去中国展开商务
交流，相信 2024 年一定会有更好的业
绩。”意大利蒂维尼酒庄首席执行官蒂齐
亚诺·马赞蒂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蒂齐亚诺·马赞蒂的憧憬是欧洲多
国企业家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写照。外
媒关注到，中国系列开放举措正不断增
强外商对华投资贸易的信心。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报道称，近几
个月来，中国已采取诸如恢复国际航线
等措施来提振旅游业，并努力吸引外国
人入境旅游以提振经济。德国工商大会

外贸负责人福尔克·特赖尔说：“中国新
出台的免签政策是一个重要信号，它将
促进旅游业和经济交流。”他表示，这一
规定有利于德国机械设备的维护、确保

“德国制造”质量、企业交流和维护人际
关系。

西班牙企业组织国际联合会总裁玛
尔塔·布兰科说，随着西中经贸、文
旅、学术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深入展
开，相关积极措施将鼓励西中民间更频
繁的交往。

美联社报道称，中国欧盟商会表
示，“中国正在采取措施促进人员交流，
这是一个正向的信号”。商会发表声明
称，这项举措切实可行，将增强企业信
心，希望更多欧洲国家能很快获得同样
的免签入境待遇。

“免签政策释放了中国进一步对外
开放、欢迎更多游客到访中国的积极信
号。”欧洲新闻网报道称，上海仍然是欧
洲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其次是北
京、广州和深圳。海口、成都是新兴旅
游目的地。

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
表示，免签政策不仅简化了旅行手续，
还加强了文化和经济联系。这一政策将
鼓励更多欧洲人到中国这个文化丰富的
国家亲身体验。

上图：中哈互免签证协定于11月10
日生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克图口岸
在加强两国经贸联系、促进文化交流方
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图为游客在巴
克图口岸中哈边民互市丝路文化商品城
选购商品。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摄

12月 1日，中国对法国、德国、意

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根据中国外交部最新规定，2023 年

12月1日至2024年11月 30日期间，上

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

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

签入境。外媒关注，中国近期采取多项措

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激活经贸文旅资

源，外国客商到中国走走看看更方便了。

“中国总是给人惊喜，这是个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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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产业加快出海进程
■ 受访专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秘书长 秦海岩

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今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和风力
发电装机容量有望创下纪录。如此大规模的新增清洁
能源可能使中国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从而使全球
气温更可能得到控制。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
主管米哈尔·梅丹说：“中国大型风力和太阳能基地在
其新能源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日前刊文《中国努力发展海上风
能》称，中国正在迅速扩大海上风能装机容量。比如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投资约 65 亿美元在广东建设 3 个
海上风电场。2022年，一个融合海上风能与其他能源
产业的试点项目在渤海启动。这些项目不仅限于广
东、山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也在广西、辽宁、
河北等地进行建设。中国目前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已
占全球一半。这一增长为中国海上风电企业带来优
势，使它们能更快积累经验，建立规模经济。

▶11月19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武
陵镇马王风电场，一排排徐徐转动的风电机组成为延
绵山脉上一道亮丽风景线。 曾祥忠摄 （人民视觉）

专 家

解 读

海 外 声 音海 外 声 音

11月23日，在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参观者体
验虚拟游戏空间。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10月30日，杭州圆通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和中原龙浩航空
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广州市接收的2架ARJ21客改货飞机之一。

华思清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站换装库换十线抓料机对散
堆装货物换装作业。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