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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
省长胡玉亭率队，在北京分别与交通运输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工作会谈，
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
振兴的战略部署，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
争取有力支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
长刘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
局长罗文出席相关会谈。

在与刘伟会谈时，黄强、胡玉亭感谢交
通运输部在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
设、完善路网体系、推进灾后重建等方面给
予吉林的大力支持。黄强、胡玉亭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吉
林指导工作，充分体现了对吉林人民的亲

切关怀和深厚情意。我们一定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牢牢把握吉林在维护国家“五大
安全”中的重要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交通运输部一如既
往关心吉林，围绕谋划“十五五”规划，在长
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数字
化转型升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氢能市
域列车上线运营、延吉至长白山客运专线
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助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刘伟表示，将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编制好

“十五五”规划，推动吉林符合条件项目纳
入国家支持范围、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吉林交通运输事
业高质量发展。

黄强与罗文举行会谈。黄强向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长期以来给予吉林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他说，2月8日，习近平总书
记专程前往吉林，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我们耳
提面命、谆谆教诲，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
向、指路领航，让我们醍醐灌顶、深受教育
和鞭策。当前，我们正在认真学习、深刻领
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
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强对吉林工作的指导，

支持发展人参、梅花鹿等特色产业，支持我
省高校在全国食用菌标准制定完善中发挥
更大作用，助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检验
检测能力。我们将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举措、狠抓落
实，确保相关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罗文表
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研究吉林提出的相关事项，与吉林
同题共答、通力协作，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王刚，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主任邓志勇，省领导李伟、刘凯、杨安
娣参加有关活动。 吉林日报记者 黄鹭

黄强胡玉亭率队与国家有关部委举行会谈

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争取有力支持

（上接A1版）
肩负全省人民重托，满怀履职热情，3

月 3 日上午，住吉全国政协委员乘坐
CZ2991航班前往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全
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是“十五
五”规划谋划之年。住吉全国政协委员深
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赴会前，围绕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
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精心
撰写提案，为履职尽责作了充分准备。

委员们对即将召开的大会充满期待。
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
时代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以饱满的政治
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面貌，
认真履职、建言献策，共商国是、共谋发展，
高质量完成各项会议议程，在全国两会平
台上，讲好吉林故事、传递吉林声音，为奋
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

吉林日报特派记者 粘青 李抑嫱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聚焦5G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

新华社西班牙巴塞罗那3月3日电（记
者康逸 单玮怡）为期4天的2025年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3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会展中
心拉开帷幕。今年大会主题是“汇聚·连
接·创造”，重点关注5G演进和人工智能，
探讨二者相互赋能、深度融合等议题，同时
关注移动通信领域的最新技术和趋势。

大会主办方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会
长葛瑞德在主旨演讲中表示，通信行业持
续改变世界运作方式。2024年，全球5G连
接数量达到20亿，5G成为所有移动通信技
术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代。他说：“今天，
我们正处于一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有如
此多发展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是时候该消
除壁垒、携手促进增长了。”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当天发布了名
为《2025年移动经济》的报告。报告指出，
世界各国正越来越多地受益于5G、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等移动服务和数字技术带来的
生产力和效率提升。2024年，移动通信技
术和服务占全球GDP总量的5.8%，预计到
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8.4%。

据悉，今年大会将汇聚超过2800家参
展商和1200多名演讲者，预计参会人数将
超过10万。大会吸引了包括中国联通、中
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中兴、联想、小
米、科大讯飞等在内的300多家中国企业，
这些企业将分享领域内最新发展洞察和创
新成果，包括全系列、全场景的5G-A（5G
的增强版）产品解决方案，汽车、智能电脑、
手机以及AR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
终端产品。

外贸上新，中国制造进阶“升级版”
——从要素流动感受中国经济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在墨西哥城的
繁忙市场中，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理
事会主席阿马波拉·格里哈尔瓦指着周围的
商铺说：“从智能家居设备到电动滑板车，再
到餐桌上的电磁炉，这里许多商品来自中
国。”她从商多年，见证了中国制造对墨西哥
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多墨西哥
人买得起更优质且先进的中国电子产品，现
在一些小商户们又已开始进口中国的新能
源设备。

贸易流动，如同脉搏。品类齐全的“中
国制造”奔向全球各地，让世界感受到中国
产业升级的强劲脉动。同时，中国市场也为
全球提供新机遇新空间，与世界共赢共荣。

“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3万亿元
大关”“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
位”“同比增长5%”——2024年，中国外贸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依然交出亮眼成
绩单。

“智造”强基：技术突破构筑新优势

2025年1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
电子展上，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样机在开
展首日即售罄。这家因产品登上春晚舞台
而广受关注的“明星”公司，在全球机器人领
域占据领先优势，其生产的四足机器人占全
球市场份额超60%。

年初以来，深度求索公司推出的人工
智能模型DeepSeek-R1一跃成为全球科
技圈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在制
造业的新应用新场景不断涌现。从硬件革
新到智能算力升级，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
力持续增强。

今日之“中国制造”，加速向“中国智造”
跨越，在全球竞争中形成新优势。

从2024年中国外贸数据不难看出，中
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机电产品出
口增长8.7%，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59.4%，
其中高端装备出口增长超过4成；含“新”量
不断上升，更多高科技属性的新产品加速出
海，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公布最新一批
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全球189家“灯塔工
厂”中超过三分之一位于中国，数量位居全
球首位。“灯塔工厂”作为具有榜样意义的

“数字化制造”和“工业4.0”示范者，一定程
度上代表着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
字化的最高水平。从酿造、钢铁等传统产业
因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迸发新活力，到机器
人、无人机等新兴产业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引领
者。

“中国加速从‘世界工厂’向高附加值
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型经济转型，智能制造等
领域出口增长迅速。”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
际事务司前司长米夏埃尔·博尔希曼说。

“中国智造”为何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
而出？

“中国智造”的竞争优势直接得益于中
国具备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全球第一

的制造业规模。完整且持续迭代升级的产
供链，推动创新、优质、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
和中国创造不断涌现。

“中国智造”的竞争优势还得益于创新
驱动下的技术突破。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达2.68%，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
第12位，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1位，是
10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土耳其安卡拉经济技术大学教授阿
里·奥乌兹·迪里厄兹说，当今中国不仅能生
产优质产品，还在5G、航空航天、软件开发
等众多领域取得显著技术突破。“越来越多

‘中国智造’正在引领全球科技发展。”

“绿色”赋能：“新三样”引领新赛道

2月16日，福建省厦门现代码头，1770
台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整装待发，准备运
往英国。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
突破1000万辆，出口量首次突破200万辆。
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中国电动汽
车广受欢迎。印度尼西亚印多沃投资媒体
公司首席运营官亨德罗·维博沃说，在印尼，
中国电动汽车品牌比亚迪凭借高性价比和
先进技术，迅速打开市场。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
样”持续引领中国出口增长。“绿色贸易”正
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热词，为中国外贸增长开
辟新赛道。

绿色发展赋能传统产业，纺织、家具等
行业通过绿色技术升级焕发新活力。绿色
发展也带来新动能，加快产业升级。联合国
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说，中国对绿
色发展的资金投入是许多国家国内生产总
值的数十倍，在一些关键绿色领域，中国占
全球产量的60%或更多。

中国绿色产品极大丰富了全球供给。
美国彭博社认为，中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供
应链整合，使电动汽车、电池等产品具备价
格竞争力，推动了全球绿色转型进程。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附近的沙漠中，坐
落着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这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之一，采用世界先进
的光伏发电技术，点亮万家灯火。该电站的
勘察、设计、设备供货、土建、安装、调试、运
维，均由中国企业提供完成。

在电池技术上，中国企业专利数量占
全球70%以上。中国产业链龙头企业带动
上下游协同出海，形成“中国技术+本地化
服务”的生态合作模式，释放更加广阔的市
场空间。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说，中国技
术加速全球低碳转型，是全球的“绿色动力
引擎”。

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与国际协
同发展，中国绿色发展前景可期。当下，顺
应外贸“向绿”发展趋势，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加入“绿色”行列，极大增强经营主体活力。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国际绿色合
作、国际绿色标准互认与国际绿色产业规则

制定等，加快促进外贸产供链绿色转型。

“开放”拓界：市场多元开拓新空间

岁末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迎来生效实施三周年，中国-马尔代夫
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
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也于近日生效。中
国与全球市场对接，空间更加广阔。

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壁垒，中国
通过多元化市场战略、区域经贸合作及数字
贸易创新等，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产供链网
络，为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开拓新空间，为
外贸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源头活水。

中国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区域布
局持续优化。2024年，中国对联合国统计
分组中几乎全部国家和地区都有进出口记
录，其中，对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实
现增长；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
易额达到22.1万亿元，近54%的进口商品来
自共建国家，中国超大市场持续为各国提供
发展机遇。中国出口到共建国家的商品不
但包括消费品，还包括机械设备、零部件
等。沿着“一带一路”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
路”，“中国制造”有效对接共建国家生产、消
费需求，共建国家的特色优质产品也持续不
断进入中国市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
施以来，区域贸易投资显著增长。新西兰的
奶粉、日本的电子产品、韩国的药妆、东南亚
国家的农产品等走俏中国市场，成员国企业
充分感受到中国大市场的澎湃活力。

数字贸易新业态不断发展。2024年我
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2.63万亿元，同比
增长10.8%。

开放多元布局，既是对外部风险的应
对，也是主动拥抱全球化的战略选择。正如
博尔希曼所说：“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背
景下，中国积极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
场，加强与东盟、拉美、中东等地区的经贸往
来，积极发展‘全球南方’市场，深化与欧洲
的合作，这种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帮助中国外
贸降低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
更好。

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措施，到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跨境服务贸易
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再到持续扩大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高质
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到主
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
规则……中国始终坚持以开放汇合作之
力、聚创新之势，用实际行动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畅通。

从“智造”突破到“绿色”赋能，再到“开
放”拓界，中国与世界的经贸链接日益紧
密。在这场贸易的奔流中，中国同世界各国
合作共赢，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
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