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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齐发力 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倪铭娅

8月23日，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下一

步，商务部将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等举措，持续发力推动服务贸易高

质量发展。

盛秋平介绍，服务消费正加快恢复。 下一

步，商务部将组织好“2022国际消费季” 、服贸

会等各项活动，指导各地开展各具特色的消费

促进活动，为恢复消费场景、推动消费继续成

为经济主拉动力、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作出积极贡献。

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提升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商

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达到2.9万亿元，同比增长21.6%；其中服

务出口1.4万亿元，增长24.6%。

“尽管服务贸易取得良好发展成绩，但也要

看到，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和

制约。 ”盛秋平说，商务部将在三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是扩大开放水平，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在全国推进实施跨

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二是创新发展模式，加大

传统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改造力度。鼓励国内急

需的节能降碳、 环境保护等技术和服务进口，扩

大绿色低碳技术出口。 三是提升发展平台。 探索

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

在服务贸易较快增长的同时，我国服务贸

易逆差持续收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到122亿美元。

“新兴服务出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收

窄的关键因素。 ”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

业司司长王东堂表示，近年来我国积极顺应数

字化发展趋势，大力推动新兴服务出口，服务

出口竞争力明显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

出口规模快速提升。 2021年，知识密集型出口

增速达到18%， 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增速

都超过30%，远高于服务出口的整体增速。“下

一步， 商务部将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持

续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通过服贸会等对外

促进平台促进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持续推进新

兴服务出口，增加优质服务进口，更好地推动

服务贸易均衡协调发展。 ”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看来，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充分体现了我国

在服务贸易领域结构调整、出口竞争力提升等

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

促进消费全面恢复和升级

今年以来，餐饮、文旅等服务消费受疫情影

响较大。盛秋平表示，目前随着疫情精准防控和

各项促进消费、 推动生活服务业恢复政策落地

见效，服务消费正在加快恢复。7月，全国餐饮收

入同比下降1.5%，降幅比6月收窄2.5个百分点，

比5月收窄19.6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同

比增长8.6%，实现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全国铁

路旅客发送量日均环比增长了30.9%。

“服贸会是‘2022国际消费季’ 期间举办

的重要活动， 将集中展示服务领域各类新技

术、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发布信息消费、数

字消费趋势等报告，为中国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搭建平台。 同时，吸引更多优质高效的国际服

务进入中国市场， 引领我国服务消费趋势，促

进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 盛秋平说，服贸会期

间，北京将举办“全球首发节”“北京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论坛”“北京国际时尚节” 等系列消

费促进活动。

此外， 盛秋平说，11月还将迎来第五届进

博会，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加快我国商

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品质提升，将“2022国际

消费季”推向高潮，（下转A02版）

陕西首发中越国际货运班列

8

月

23

日，陕西首趟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准备从西安国际港站出发开往越南河内（无人机照片）。

当日，装载着

41

车石棉的中越国际货运班列由西安国际港站驶出，预计将于

8

天后抵达越南首都河内。 本次运输的石棉前期自哈萨克斯坦

搭乘中欧返程班列抵达西安国际港站，经过海关转关后发往越南，中欧班列与中越班列实现了无缝衔接。 新华社图文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产业转型面临新机遇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为

主题的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目前正

在举行。 从2018年开始举办至今，智博会已成

为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展示全球智

能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世界级展会，

展现出中国数字经济强大的发展活力和巨大

的发展潜力。

专家表示，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

体，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经济正处于产业

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好时期。 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为高质量发展赋能，来自政策和资本等各

方面的力量正不断汇聚，形成合力。

发展势头强劲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加强。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7月底， 全国建成开通5G基站196.8万个，所

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实

现5G网络覆盖，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75亿

户，比2021年末净增1.2亿户。 另一方面，我国

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 中央网

信办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

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

比重由21.6%提升到39.8%。

“我国深入实施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和大

数据战略，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总体规模

不断扩大，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建伟

近日称。

今年以来，在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内外部

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数字

经济依然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我国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2.1%，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7%。

专家表示， 数字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发展韧性彰显，领跑优势显现，已成为促进经

济稳定恢复增长的关键力量。 中国电子商会会

长王宁说，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

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也正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主导力量。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2年）》， 截至

2021年，已有16个省区市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

万亿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数字经济在

地区GDP中占比超过50%。

推进数字化转型

让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我国正加快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我国已建

立全球先进的基础设施能力，完全能够支撑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

口，是宽带渗透率最好的国家之一，已建立全

球先进的基础设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发展最

好时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当时。

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 “排头兵” ，推

进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其广泛共识。 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数字经济白

皮书2022》显示，截至2021年底，在A股4864

家上市公司中，属于数字产业化（即以数字经

济为核心产业）的上市公司有1058家。 “上市

公司是国民经济的火车头和排头兵，很多优秀

的公司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的探索

和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副会长孙念瑞表示。

随着5G的商用不断推进，互联网发展进入

新阶段，打开了更广阔的应用市场，促进了产

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下转A02版）

两年砥砺 创业板铸就创新资本成长引擎

秉承“五个坚持” 深交所着力提升审核质效

资本约束缓解

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增强

●本报记者 连润

近期，多家商业银行披露已发行或即将发行

二级资本债。 据统计，截至8月23日，今年以来商

业银行已发行二级资本债合计5094亿元， 较上

年同期增加98.8%。

业内人士分析，商业银行踊跃发行二级资本

债意在满足监管要求和增强资本实力。从宏观层

面看，随着利率、流动性和资本三大约束逐渐缓

解，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增强，将更好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大手笔” 发行

8月以来，多家商业银行“大手笔” 发行二级

资本债。 在工商银行18日发行400亿元二级资本

债后，华夏银行23日发行300亿元二级资本债。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3日，8月已发行964

亿元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 今年以来已发行

5094亿元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 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98.8%。

大型商业银行仍是二级资本债发行主力。目

前，在今年发行的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中，单只

最大规模为450亿元，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

银行均有过发行。 数据显示，这三家银行今年以

来共发行2500亿元二级资本债。 中小银行积极

发行二级资本债，发行主体进一步多元化。

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的发行也受到投资者

的欢迎。例如，上海清算所22日发布的消息称，工

商银行同步发行的10年期、15年期二级资本债，

市场反响热烈。

支持实体经济

二级资本债为何受到商业银行青睐？ 业内

人士介绍， 发行二级资本债可补充商业银行二

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考核要求，

增强抗风险能力和运营能力。 同时，资本不足对

银行信贷投放形成强约束， 削弱银行货币创造

服务实体经济和应对风险能力。 通过发行二级

资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 可缓解银行信用面临

的资本约束， 助其更好地服务信贷投放与实体

经济。

商业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的成本也有所下

降。 今年以来，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平均发行利

率为4.29%，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44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日前召开的部分金融机构货币信

贷形势分析座谈会强调，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国

有大型银行要强化宏观思维，充分发挥带头和支

柱作用，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业内人士称， 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银

行是货币创造主体及货币政策传导中枢，破解银

行信贷供给面临的流动性、利率、资本约束，是发

挥银行作为货币创造中枢的作用，鼓励银行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的关键。

除多渠道补充商业银行资本外， 在缓解流

动性约束方面，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灵活开展中

期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 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

此外，人民银行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

下降，缓解利率约束，增强信贷需求。 今年以来，

在中期借贷便利和逆回购利率下降影响下，1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累计下调15个基

点，5年期以上LPR累计下调35个基点。 2022年

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6月企业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6%， 同比下降0.42个百

分点。

业内人士预期，商业银行将进一步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未来信贷总量恢复合理

增长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