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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023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 5日举行服务贸易发展
高峰论坛专场发布会，发布并
解读《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
告 2023》。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辛
勇飞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提
升。
　　上述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和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报
告共 6个章节，对全球数字贸

易发展态势、政策动向、规则
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辛勇飞表示，与传统贸易
相比，数字贸易有两方面突出
变化：一是贸易方式数字化，
即贸易全流程、全产业链的数
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手段
实现贸易成本更低、效率更
优、主体更多元；二是贸易对
象数字化，即以数据形式存在
的要素和服务成为贸易中的重
要交易对象，融入价值链各个
环节，拓展了国际分工的深度
和广度。

　　就中国而言，数字贸易发
展正显现新态势，保持增长势
头。报告显示，2022 年中国
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 37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占
服务进出口比重 41.7%。其中，
数字服务出口2089.1亿美元，
同比增长 7.2%，超过世界平
均水平。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
争力也进一步增强。辛勇飞表
示，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
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占世界的
5.1%，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

从贸易顺差看，中国数字服务
贸易继续保持顺差，净出口规
模达 46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8%。
　　在此背景下，中国头部互
联网企业把出海摆在越来越重
要地位。报告通过对 18 家中
国代表性上市互联网企业年度
财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部分
国内数字企业出海已取得初步
成效，2022 年海外业务收入
快速增长，成为推动增长和分
散风险的有效途径，
　　辛勇飞称，中国互联网企

业出海呈现“三大趋势”。一
是出海主体从头部企业向中小
企业延伸，中小企业走出去意
愿不断增强。二是出海策略从
资本驱动到资本与技术并行，
企业出海进程中的技术含金量
不断提升。三是出海产品从工
具类向多品类拓展，中国出海
收入前 20 的互联网应用已涵
盖短视频、游戏、电商、金融、
移动出行等多个领域，已不再
局限于早期的杀毒软件、浏览
器。

中国出新政管好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中国财政部 5日对外公布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
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暂行办
法》(下称《办法》)。
　　《办法》包括十章五十七
条。《办法》规定，按照政府
承担还款责任的不同，贷款分
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贷款和政
府负有担保责任贷款。
　　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贷款纳入本级政府的预算管理
和债务限额管理，收入、支出、
还本付息付费纳入一般公共预
算管理。政府负有担保责任贷
款不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应当建立健全偿债风险监测机
制，及时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确保还款资金来源。
　　《办法》还要求强化省级
责任、优化转贷级次、严肃项

目调整和取消的纪律、加强项
目债务风险防范和配套资金落
实。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制定《办法》是为了进一步加
强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
款项目管理，提升项目管理效
率和质量。《办法》明确各方
面责任边界、规范重点环节管
理，做到责任清晰、要求明确，

各环节有关要求可操作、可落
地。
　　负责人还介绍，中国与国
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开展
贷款合作已有 40 余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利
用国际金融组织 (包括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欧洲投资

银行、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
北欧投资银行 )和外国政府贷
款累计承诺额 1803 亿美元，
用于支持 3865 个项目，涉及
能源、交通、林业、农业、城
建、教育、乡村振兴、医疗卫
生、绿色发展、自然文化遗产
保护等众多领域，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智力支持。

中国新能源公交车总量 8年增长超 14倍

　　2023 公共交通行业发展
研讨会 7日在河南郑州举行。
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交通运输
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向龙介
绍，从 2014 年至 2022 年，中
国新能源公交车总量由 3.7 万
辆攀升至 52.9 万辆，8年增
长超 14 倍。
　　来自中国交通运输部、北
京理工大学以及相关研究院、
客车制造企业、公交公司代表
的 300 余人参加了当日研讨

会，并围绕新能源公交车发展
经验、运营安全、公交企业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等话题进行探
讨。
　　在中国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刘向龙看来，当前，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规
模发展阶段，公交领域是中国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开路
先锋”。
　　他列举数据，从 2014 年
至 2022 年，中国新能源公

交车总量由 3.7 万辆攀升至
52.9万辆，8年增长超14倍。
　　同时，中国的新能源公交
车正“开足马力”服务民众出
行。据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震
坡介绍，近年来，中国新能源
公交车行驶里程整体呈现增长
趋势，自 2020 年以来，历年
累计行驶里程均超过百亿公
里，近三年，超过 50% 的纯电
动公交车月均行驶天数在 25
天以上。

　　除了在境内广泛运营，中
国制造的新能源公交车也走出
了“国门”。2022 年，888 辆
中国制造纯电动客车服务卡塔
尔世界杯。今年 3月，300 辆
中国制造纯电动公交车从郑州
发运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
　　当前，中国各地也在积极
探索降低新能源公交车的运营
成本、增加公交企业营收。
　　在广泛运营的同时，新能
源公交车也面临着电池退役、

数字化能力不足等问题。
　　对此，王震坡提出，应加
强电动客车关键技术创新，
解决电动汽车低温环境续航骤
降、充电困难等难题，同时，
打造退役动力电池共享交易及
拍卖管理平台，助力电池回收
利用价值体系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