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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9月12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服贸会已成功举办十
届，是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写照，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
了积极贡献。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
制机制，创新提升服务贸易，主动对接国
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服务领域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有序扩大服务
市场对外开放，提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
放平台功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共享机遇、共商

合作、共促发展，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增
进各国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当日
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全球服务 互惠共享”，
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打造新动能 释放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服务业发展成就综述

9月12日，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在北京开幕。四川和海南受邀担
任本届服贸会主宾省。作为主宾省的四
川，不仅搭建了综合展馆，优选服贸代表
企业参展，还通过高规格举办全省服务贸
易推介会，全面展示四川开放风采。

“四川展馆”如何打造“主要窗口”？

本次服贸会，四川将以怎样的形式参
展参会？答案是：“1+1+1+N”，即1场推
介路演活动，1场促进展示洽谈交易展
览，1场四川主题日推介会，N场考察调研
拜访活动、市州专题推介会、企业参与服
贸会配套会议与论坛等。

在展览展示环节，“四川展馆”将如何
打造展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主要窗口？

据介绍，结合“美丽四川，魅力服务”
主题，以图文、视频和实物等方式，利用裸
眼3D、全息VR投影、触摸互动多媒体设

备等科技手段，集中展示四川服务贸易领
域前沿成果、应用场景、产业链上下游情
况，以及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
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有关内容，涵
盖了数字贸易、文化旅游、航空维修、国际
物流、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建筑设计、动
漫游戏、彩灯文化等行业领域。

比如，自贡龙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生
产的“百花女神”彩灯，该产品是为2025
年中国国际彩灯节所打造的新品，在本届
服贸会上完成首发首秀；三星堆采用现代
高科技手段，现场设置裸眼VR体验屋；
构成四川展馆主视觉的裸眼3D大屏，不
仅展示四川服务贸易数字领域的顶尖技
术，还将大熊猫、三星堆、九寨沟等四川名
片以最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推广。

“主题日推介会”如何体现“平台功能”？

在交流洽谈环节，“四川主题日推介

会”将是系统展示四川服务贸易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四川将以主宾省为契机，集
中开展综合推介和重点部门、市（州）专题
推介。其中，成都、德阳、广元三市围绕生
物医药、文化出口、文化文旅等方面进行
专题推介。会上，四川省商务厅将与香港
贸发局签订服贸合作备忘录。

此外，为进一步发挥服贸会桥梁纽带
作用，展会期间，成都市还将举行“游戏动
漫·融汇新篇”文化贸易交流洽谈会；“智
护创新·药行全球”知识产权赋能生物医
药出海对接洽谈会；“蓉城聚智·贸启未
来”成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主题推介会；
发布“开放成都”合作伙伴计划。

四川服务贸易有何独特优势？

当前，四川服务贸易整体趋势持续向
好。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服务贸易额

1500.7亿元，同比增长25.6%，规模居全
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今年上半年，全
省服务贸易总额885亿元，同比增长
32.6%，排名全国第8。

在持续扩大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过程中，四川发展服务贸易展现出独
特优势和特点。具体而言，现有国家级服
务贸易平台9个，平台建设领跑全国；先
后出台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以及对外文化
贸易相关配套政策，并制定了省级基地培
育库建设管理办法；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
服贸会、数贸会、科隆游戏展等境内外重
点展会活动，展会拓市成效提升。

据介绍，下一步，四川将继续围绕政
策、产业、通道、平台等有关方面，加速释
放服贸潜力，通过优势产业与潜力产业形
成协同之势，着力建立起服务贸易综合改
革开放平台和高质量发展高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粟裕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

四川受邀担任主宾省

“服贸会已成功举办十届，是中国服
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了积极贡
献。”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信，向世界
传递中国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
繁荣发展的积极信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服务业发展，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
服务业发展壮大。服务业逐步成长为国民
经济第一大产业，迸发新动能，释放新活
力，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规模日益壮大
擎稳国民经济“半边天”

中秋节、国庆节假期临近，餐饮住宿、
灯会演出、文旅研学迎来旺季；巴黎奥运会
余温未散，全民体育消费持续升温……当
前，我国正处于服务消费较快增长阶段。

“把旅游等服务业打造成区域支柱产
业”“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
域”……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经济发展大
势，为服务业发展指明方向。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
措施，推动服务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到
688238亿元，2013年至2023年年均实际
增长6.9%，增速高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这一时期，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2015年首次超过50%，2023年达到54.6%，
已连续9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力发展工
农业，服务业处于辅助地位；到改革开放
后，服务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全面快速
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步入提质增效
新阶段……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服务
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地位和作
用更加坚实稳固。

28.4%、45.0%、49.9%、60.2%，分别
是1978年、2012年、2014年、2023年服务
业对当年GDP的贡献率。

节节攀升的数字，彰显服务业作为推
动增长的“主动力”日益增强——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业发展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改革开放后，随着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社会对服务业
需求日益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不断提升。近年来，服务业对GDP贡
献率呈现加速上升态势，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引擎。

带货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
据分析师……近年来，伴随服务业兴起的
新职业已融入老百姓日常生活。层出不
穷的新业态，推动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

“主渠道”。

结构持续优化
奏响向质而行“新乐章”

电商平台、数字金融让消费者足不出
户“买全球”，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共享
交通模式让出行便捷又绿色……如今，电
子商务、金融科技、共享经济等现代服务
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也折射出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质量
持续提升之变。

从行业看，传统服务业比重大幅下
降，新兴服务业稳步增长。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批
发和零售业的增加值，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的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合计超过50%，服务业发展相对集中，

2023年，两者占服务业的比重分别降至
17.9%和8.4%。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兴服
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19年至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年
均分别增长12.9%、12.3%和12.0%。

从区域看，服务业区域发展更加协
调，协同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202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有4个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超过60.0%，北京、上海等超
大城市现代服务业大量集聚，服务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84.8%和75.2%；全国有24个地区服务业
增加值占比在45%至60%之间，比2012
年增加了14个地区。

从开放看，服务业成为吸引外资重要
领域，中国服务加快走向世界。

不久前，我国明确在医疗领域开展扩
大开放试点工作，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
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
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业、
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业9大领域、
100多个分部门的外资准入限制陆续放
开；2001年至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从784亿美元增长到9331亿美元，
贸易规模在世界各经济体中的排名从第
12位跃升至世界前列。

创新动能增强
激活经济增长“新引擎”

家庭农户与服务业企业联合，实现
“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金融、保
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降低工业企业

融资成本；工业企业与零售企业、网络公
司合作，凭借大数据资源精准对接市场需
求……

如今，服务业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
用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
合发展初显成效。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9万亿
元，2020年至2023年年均增长12.1%。

与此同时，我国实施“互联网+”行
动，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
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转换。2023
年末，我国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数量超过340个，覆盖了全部工
业大类，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达
1.35万亿元。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2023年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
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
量的四成半，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1.0%。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步加快，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们逐步从买商品向
买体验、物质需求向精神追求转变，带动
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等生活
性服务业加速发展。

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服务业各领域改
革全面深化，服务开放纵深推进，服务创
新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服务必将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世
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