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发力
制造业总体持续回暖

随着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的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我
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 国家统计
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 月， 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4%，
自 3 月以来连续位于临界点以上，制
造业总体持续回暖。

政策落地见效
就业大局总体稳定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稳就业政策
落地见效， 重点群体就业得到较好保
障，就业大局总体稳定。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在就业总量压力不减、新的影
响因素增加的情况下， 我国急需持续
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优化就业结构，
实现高质量、更体面的就业。

拉动消费
网络零售市场亮点频现

商务部近日介绍了今年前三季度
网络零售市场有关情况： 我国网络零
售市场亮点频现，形势持续向好，拉动
消费势头不减。其中，跨境电商推动外
贸提质升级， 农村电商发展势头持续
向好，新消费新热点不断涌现，激活经
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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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的背景下，这一郑重宣示，再次彰显了我
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定力，不仅
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指
明方向，也为世界发展前景注入强劲信心。

40 多年砥砺奋进，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
伟大成就，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
的气象。 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
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一带一
路”成果丰硕。 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
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也是决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一招。 当前，改革开放走到一个新的历史
关头。 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如何更
好解决发展中依然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
好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放眼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妥善应对明显增加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坚定不移在更高起点、更高
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才能破解发展
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把蕴藏的巨
大潜力和活力释放出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
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
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 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坚持和完善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要牢牢把握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注入动力。 要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
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
源泉充分涌流。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过去 40多年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
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
放的条件下进行。 尽管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但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没有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各国人民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

越是面对逆风和回头浪，我们越要坚定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
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将以
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贡献力量。

犹记 8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
首次离京考察，在深圳发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
向前进”的动员令，并在莲花山公园种下一棵高
山榕树。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迈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在更高起
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必将续写更多“春天的
故事”， 创造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据新华社）

� � � �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在全球已处于领先地位，加速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国际融合，也让全球的产品能够更快速地触达中国消费者。 在数字时
代，线下逛街体验、线上下单消费的方式逐渐流行起来，不出国门扫遍全球货品正成为新时尚。 图为经销商在进口商品博览会上以“手机直播 +
智能全景摄像直播”的形式直播卖货。 CNSPHOTO提供

服贸会、广交会、进博会……重量级展会一场接一场

加速复苏再出发 会展业迎旺季

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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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国门“扫货全球”

本报记者 彭婷婷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 世界经济前
景不明的背景下，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如期举办意义非同一般。 进博会
作为联通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和重
要纽带，其溢出效应正在中国 14 亿人口
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并呈持续扩
大之势。

值得关注的是， 因疫情沉寂了数月
的会展业，发出了强烈的加速复苏信号，
重量级展会一场接一场。 作为一种功能
经济， 会展业正成为带动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引擎。

各地展会全面开花

在北京，从 9 月至今，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举行，北京时装周开幕，北京
国际设计周等多场重量级展会密集举
行； 在广州， 该市商务局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三季度，重点场馆举办展览 269
场，同比增长 55.5%；合计展览面积同比
增长 21.5%，位居全国第二。

会展业正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引擎。 以郑州为例，据统计，自 6 月
10日复展以来，郑州共举办 55 个会展活
动，现场成交额约 217.29 亿元，拉动社会
消费 97.09亿元，带动了酒店、餐饮、交通
等行业增收。

“发展会展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会展是繁荣、活跃经济的黏合剂，也是市
场主体展现各自实力和特色的舞台，更
是进行经济、科技、文化等活动的沟通桥
梁。 ”产业经济研究员、中关村发展集团

高级专家董晓宇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除了一线城市以外，近年来一
些二线城市的会展业也发展较快， 并形
成了特色会展经济。

“参加展会可以让企业获取最新的
行业信息，包括新技术、新产品及行业新
趋势。 ”同济大学产业与工程研究院高级
项目主任孙文华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会展带动了人气、集聚了产业
资源， 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
段。

线上线下加快融合

疫情的突发， 倒逼会展经济数字化
升级，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成为热词，而广
交会正是这一升级的具体体现。

第 128 届广交会近日在云端落幕。
短短十天， 广交会吸引了来自 226 个国
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注册观展，近 2.6 万家
参展企业上传展品超过 247 万件。 这份
亮眼的成绩单为激活全球贸易、 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上海， 云展会早早地便开始试水
探路。 今年 3月，上海时装周联手阿里巴
巴，将 T 台搬上云端；5月，我国第一个国
家级展会———“云上 2020 年中国品牌
日”开展；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线上
线下同时开场。

目前， 云会展已开始重构会展产业
链， 改变传统会展产业所依靠的大型展
馆为基础的传统产业链。“预计浙江全年
可以通过网上交易会推动各类订单落地
150亿美元左右。 ”浙江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说。

“疫情加速了会展业线上线下融合
步伐，行业总体呈现线上线下互动、展现
模式多维、智能化水平提升等特点。 ”董
晓宇对记者表示。

适应新方向新需求

面对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会
展业该如何积极适应新的方向和需求？

在成都市博览局相关负责人看来，
在新发展格局下， 会展业将更加有所作
为。 据了解，成都将充分利用会展经济产
业生态圈功能区及各县（区、市）特色优
质商业载体，引导会展资源向户外拓展、
向夜间延伸，打破空间与时间限制，以各
类商圈、文化街区等为空间载体，举办消
费类展会活动，引爆会展消费新热点，形
成会展经济新增长点。 不仅是成都，西安
国际会展中心现已成为西安会展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和城市新地标， 未来将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城市提供综
合性的展览、会议、交流、交易平台，成为
服务亚欧合作交流的“涉外门户”。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对
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发展会展业首先要
符合防疫的整体要求， 之后需要有关方
面各显神通， 把会展变成体现城市产业
链和产业集群的展示窗口，起到壮链、补
链、强链作用。

“未来会展业要加快适应新经济、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的需要，发挥地方特色
优势，加强‘会展+’模式，打通嫁接、转
接、链接等不同连接方式，建立起与各行
业的联系，走融合发展的道路。 ”董晓宇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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