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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第四届进博会的一抹亮
色。展馆内外，论坛周边，以低碳绿
色为目标和抓手的经济发展道与术，
被广泛提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也参
与了这一话题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积极运用ESG投资，谨防
资本项目“漂绿”

“当前，全球为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都在算‘绿账’，显然这需要
巨量资金，而金融如何为绿色双碳赋
能助力，则值得我们讨论。”第四届
进博会期间，在中国太保产险举办的

“科技金融服务双碳经济”国际高峰
论坛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表示，

“绿账”算清，大家会发现钱有可能
花到3个地方。

第一，能源结构转型需要科技助
力，科技助力要有资金支持；

第二，能源效率提升、减少能耗
驱动也需要钱；

第三，对碳本身的利用需要技术
引领，同样需要大量资金。

“这些资金缺口如果仅靠政府填
补，恐怕是‘天方夜谭’，因此我们
要通过体制机制转换，充分释放好环
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投资 （即
ESG投资）的积极性。”在屠光绍看
来，ESG 投资有满足“双碳”发
展、促进资本功能完善和优化市场机
制这三大作用，未来应采取多重措施
促使这三大作用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我们应防范ESG投
资在促进绿色发展中的三大风险。”
屠光绍表示，第一是“漂绿”风险。
现在正好是大闸蟹的季节，很多大闸
蟹在阳澄湖里待一天就算阳澄湖大闸
蟹了，以此及彼，要防止资本、项目
乱贴标签；第二是迭代技术变革风
险；第三是全生产体系的转型风险。
当前我们距离“3060”目标有一定
的准备期，这期间，大量市场主体的
能源结构、经营方式都处于转型期
间，这对资金安全也会带来挑战，因
此要建立起风险防范体系。

抢抓“长三角”，建世界一
流智慧绿色港口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我深感
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为
广大华人华侨报效祖国提供了更好的
机遇。”在全国政协委员、华彬集团
董事长严彬看来，进博会展示出了国
家高水平开放的魄力和决心，释放出
了综合效应，助力了世界经济复苏。
除了积极扩大进口的直接效应，扩大
对外开放、吸引国际投资、促进出
口、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国内
消费升级等各种间接效应，也在越来

越多的行业和城市中不同程度地展现
出来，“我相信，未来这种效应将日
益凸显”。

“十四五”规划的第二年即将到
来，严彬认为，企业要紧抓机遇，以
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市场。

“绿色低碳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在
今年的技术装备展区内，有不少绿色
新品首发，充分展现出了低碳化、智
能化等行业发展新趋势。作为多元
化、国际化、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的企业，华彬集团也于今年年初在常
州实施了新长江港口码头项目，抢抓
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
略在常州叠加交汇的机遇，助力世界
一流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推动高水平
开放，进而带动中国服务贸易的高质
量发展。”严彬这样说。

设置绿色考卷，优化对企
业的评价体系

“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我们根
据中外企业在交易中产生的金融需
求，先后推出了‘中博融’‘进博
融’等专项金融产品，向外贸企业提
供全流程服务，并将进口专项额度扩
大至3500亿元。第四届进博会，我
们也进一步升级了现有服务，推出

‘易惠全球’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形
成以进口为重点的交易场景，灵活联
通境内外上下游，多平台自主对接服
务。”谈及进博会，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一直强
调，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充分实现功能
创新，为远道来客在中国的贸易活动
提供金融助力。

“今年，我们还积极利用进博会
平台，抓住绿色贸易带来的新机遇、
新动能，着重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领
与示范作用：一是下大力气支持绿色
产品进口，优先支持生产过程及自身
节能、节水、低污染、低毒、可再生、可
回收的高质量、高附加值绿色产品进
口；二是重点强化进口对国内产业绿
色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通过绿色贸
易推动重点行业减污降碳，特别是能
源领域构建清洁体系、工业领域推进
绿色制造、建筑领域推广节能改造、
交通领域实现低碳运输等。借助进博
会平台，优先支持能够打通这些领域
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的技
术、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三是进一步
优化完善内部机制和企业评价体系，
有机融入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在中
长期发展规划、信贷制度建设、流程
管理、业务创新等各个环节，加强环
境和社会风险防控。”在胡晓炼看来，
真金白银的支持，同时将环境、社会
责任、公司治理理念纳入对企业的评
价标准，将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绿色那点事，
为啥被这届进博会炒红了？

本报记者 崔吕萍

尽管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但“中国
买手”持续活跃在国际贸易市场中。

11月 1日晚，来自阿富汗的45
吨松子抵达上海浦东机场。采用当
季新鲜原料加工而成的阿富汗松
子，也已经同步在盒马门店和APP
陆续上架。

评估阿富汗松子优劣的一个指标
是看颗粒大小、饱满度以及坏籽率
等，目前盒马的筛选标准是 1 斤
1600粒，是目前市场上最高的颗粒
标准 （市场上比较多的是1斤 1800
粒-2000粒）。

阿富汗松子的采摘时间一般是9
月中旬到10月中旬，一个松塔从开
花到成熟期约3年，而且产量极为有
限。当地一般采用传统的人工采摘和
去壳、晾晒等工作，生产过程比较耗
费人力，加上地处内陆对外交通运输
不便等原因，导致手剥松子在中国市
场上并不常见，价格较高。

据盒马采购经理董仪明介绍，阿
富汗松子从10月下旬上市开始，差
不多4个月最佳赏味期。到了三四月
份，天气逐渐炎热，对松子的品质影
响较大，坏籽率提高，口感会下降。

另据我们了解，今年新上市后，
阿富汗松子销售同比去年同期已经有
了50%的增长。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盒马进口
直采的商品数增加近 50%。其中，
奶制品、牛肉、休闲食品、红酒等品
类增长迅猛。盒马商品品牌中心总经
理肖路对此表示，随着中国消费者愈
发挑剔，买手已经从“全球买货”升
级为“全球定制”，越来越多优质进
口食材，被打造成适合中国消费者的
商品。“盒马将俄罗斯的面粉拿来做
深度研发，做成了中国人爱吃的刀削

面；泰国的椰青更是每年源源不断被
引进盒马，除了直接销售外，也变身
椰子鸡火锅的锅底、本土新消费品牌

‘猴棒椰’椰子水、厚椰乳等。”
国家统计局 7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
年平均增长4.4%。上半年我国消费
呈平稳复苏态势，下半年预计消费复
苏还将提速。生活品质需求在提升，
中国消费者对进口好货的要求也在不
断提高。“商品丰富度越来越高，消
费者也越来越专业，盒马买手对商品
的产地、规格、性价比都有了更高的
要求。”肖路表示，尤其对于生鲜类
商品，不仅要跟季节时令赛跑、也要
跟供应链抢时效。

今年以来，多种进口饮用水在盒
马的货架上，比此前的市场价便宜了
20%-30%，单瓶售价甚至达到3元
以下。过去一年，盒马进口水的销售
额同比增长超过50%。而在消费者
实现“进口水自由”的背后，是中国
新零售平台与海外饮用水头部品牌，
甚至水源地工厂达成海外采购协议，
让达能依云、雀巢巴黎水、圣培露等
国外知名品牌饮用水从海外直达百姓
餐桌的硬实力。

2019年进博会期间，泰国副总
理兼商业部长朱林曾到盒马门店参
观，通过手机跟国内民众现场直播，
为泰国椰青代言。而随着盒马与泰国
头部品牌、规模化的生鲜基地不断深
入合作，在采买的同时，也会根据国
内消费者的喜好，合作定制、研发新
产品。难怪很多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新零售平台不仅是进口商品的重
要通路，也是跨国合作、商品创新的
发力源泉。

中国消费市场繁荣
源于买手用心和卖者创新

本报记者 崔吕萍

11月 4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拉开了序幕。恰逢中国迎来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进博会的成功
举办与入世2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有
怎样的联系？如何更好地发挥进博会的
溢出效应？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充分
发挥进博会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
的平台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
采访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

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凸显“强磁
场”魅力

记者：第四届进博会于11月4日开
幕，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
讲。在您看来，演讲内容给世界传递了
哪些积极信号？

杨继瑞：第四届进博会的举办之
年，适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
年。中国入世表态一言九鼎、一诺千
金。习近平主席演讲掷地有声，庄严宣
布中国承诺的更加开放举措已经基本落
实。同时，入世20年来，中国全面履
行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
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
的一池春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开放大国，将
持续地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更大
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施对外开
放。未来，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
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
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
心不会变。这体现“四个坚定不移”：
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中国
将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20年间，中国不
仅完成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动作”，而
且首创了进博会的“自选动作”。第四
届进博会是在我国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同
比增速达到9.8%背景下召开的，我国
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增长强韧性的
同时，以博大胸怀让世界共享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这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2021年行动。第四届进
博会多项指标再创新高，127个国家和

地区近3000家参展商亮相企业展，国
别、企业数均超过上届。中国有承载
力、消费力的广袤市场再次吸引了世界
企业。与此同时，加入世贸组织的20
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20
年，是中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20
年，是中国主动担责、造福世界的20
年。第四届进博会新朋老友云集，中国
贸易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进博会成为
国际贸易界的饕餮盛宴，也是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20年的一份“回馈厚礼”。

让展品变商品 让展商变投资商

记者：从以前的出国“买买买”，
到如今的家门口“轻松购”，如何更好
地发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使“进博效
应”进一步放大？

杨继瑞：进博会搭建的“四大平
台”，是中国开放的大平台，是互惠互
动多赢的大平台。未来的进博会也将实
现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溢出扩
散效应不断放大，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借助国际采购平台，外企可以在此
基础上，更精准地对接中国市场的需求
支点，成交签约额和实际成交额将再创

新高，有助于使人们从以前的出国“买
买买”，到如今的家门口“轻松购”；借
助投资促进平台，外资可以寻求在中国
大地上生长的新空间；借助人文交流平
台，中外企业之间可以增加相互了解和
信任，扩大企业和产品的全球影响力；
借助开放合作平台，可以促进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的稳定与优化，促进全球经济
的复苏与发展。

不仅如此，进博会产生的经济效应
将持续放大。持续释放的“进博效
应”，既体现在国外参展商的签约本
上，也体现在国内交易团的采购单里，
是真正的全球创新创业盛会、全球贸易
盛会；进博会的举办，可以促进消费转
型升级的效应持续放大，可以更好地稳
定和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供
应链，从而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进博会的举办，还将
持续放大制度创新效应，可以进一步优
化国际营商环境，持续推动长三角地区
在创新、市场、贸易和制度方面一体化
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届进博会的国
家展首次虚拟呈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官网上，观众通过国家展可以看到
49个国家、国际组织的数字展馆，还
有“进宝”作为讲解员带着大家“云”
观展。本届国家展首次采用了三维建
模、虚拟引擎等技术为各参展国搭建精
心制作的虚拟展厅，通过图片、视频、
3D模型等多种形式展示参展国发展成
就、优势产业、文化旅游、代表性企业
等领域特色。数字化会展样式在第四届
进博会得到了充分展示。

另外，第四届进博会聚焦国内发展
需要，创新展示题材，连接优质供给资
源和市场迫切需求，设置了能源低碳及
环保技术、创新孵化等13个专区。这
对于优化新发展阶段的双循环产业链供
应链，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将起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这既是世界之福，也是中
国之需。

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与进博会之间的有机互动

记者：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充分发

挥进博会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的
平台作用，增强两者之间的协同互动？

杨继瑞：进博会是上海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大平台。加快打造国内大
循环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
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进博
会可以形成有机互动。

以上海为例。一是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要充分激发进博会溢出效
应，集聚全球消费资源，引领全球消
费潮流，建立全球影响力商圈，营造
优质消费环境，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助力；二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要在文创消费上形成交流与互动。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进博会是
一场全球文化的盛宴，“新”生活、

“酷”科技、“最”潮流在此云集，“全
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争相
亮相，折射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中
国市场需求，也是更具广度、深度的
国际合作潜力。不论德国工业厂商的
精益求精文化，还是意大利小企业的
家族美学追求，商品货物展示的同
时，也是各国优秀文化的直接展演。
上海要在“小精特新”产品上形成世
界级的首店经济集群。同时，进博会
也将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特色品牌，带来显著的溢价效应和良
好的市场前景；三是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要以进博会连续举办为契机，
挖掘新消费，探索新业态，创造新模
式，着力打造具有鲜明标识度的商业
地标和国际消费新场景，吸引世界各
地人们到上海来“沉浸式”消费，到
上海来“买买买”；四是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要以进博会连续举办契机，
以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
和品牌落地上海，吸引国际优秀人才
云集上海，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实行

“进口替代”战略，以开放的“上海制
造”和“上海智造”高水平地融入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五是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要以进博会为重要抓手，撬
动国内国际资源，将上海建成世界的
上海、共享的上海、大家的上海，满
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共同需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上海力量。

进博会让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再提速
——访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

本报记者 李元丽

随着中国双碳进程的脚步加
快，低碳技术成为第四届进博会上
的热点。

“清洁电气化与数字化的叠加是
实现碳中和的唯一可行出路。今年
进博会，我们期待继续扩展碳中和
与数字化‘朋友圈’，与新老朋友携
手共建低碳绿色的创新生态，共塑
更具韧性、更高效的可持续未来。”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
区总裁尹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如是说。

“经济复苏必须是绿色低碳的，
这在全球各界已达成共识。”尹正表
示，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复
苏的支柱，而进博会就是观察中国
乃至全球市场风向标的窗口。今
年，进博会上设置了能源低碳及环
保技术专区，正是这一理念的体
现。此外，作为一场盛大的线下活
动，进博会也展示了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趋势下，开展经济贸易活动与
疫情防控并重的新模式、新方式，
让施耐德电气更有信心在中国进行
长期规划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第
四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时提出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
扩大开放，不仅将加快中国高质量
发展，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澎
湃不竭的动力。”尹正补充道。

当记者问及，连续四届参加进
博会的收获时，尹正告诉记者，过

去三年，收获颇丰。在历届进博会上，参展产品不断升
级、应用更加丰富、方案全面落地、“朋友圈”不断扩
大，体现了施耐德电气持续深耕中国市场，赢得更多合
作伙伴和客户青睐的发展历程。三年来，施耐德电气在
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不断强化，数字化解决方案
不断完善升级。今年，施耐德电气提出了“绿色能源管
理”理念，涵盖能源生产、传输、存储和使用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在制造领域，施耐德电气在进博会上展示了

“绿色智能制造”，带来了一系列绿色智能制造咨询与服
务以及联合创新的绿色生态。

扎根中国34年来，施耐德电气一直注重加强本土
“朋友圈”。“进博会提供了一个施耐德电气与新老‘朋
友’相遇、相知的平台，使得施耐德电气的数字化生态
圈持续扩大、深化。我们展台面积不断增加，从最初的
工业制造、能源装备、数据中心等领域，逐步拓展到电
子、食品饮料、生命科学等等，助力更多行业用户提高
效率、践行可持续发展。不少客户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签
约之后，又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进博会上与施耐
德电气继续牵手，一系列数字化合作从落地、启动，到
开花、结果，都离不开进博会的‘牵线搭桥’”。尹正
高兴地说。

据了解，今年施耐德电气以“助推碳中和，加速
数字化”为主题亮相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展示

“零碳城市”有关的理念和实践。不仅展示自身的零
碳和数字化成果，包括“零碳工厂”和“灯塔工厂”
建设，还携手合作伙伴共同打造零碳园区、端到端绿
色供应链等业态，为建设“零碳城市”和推动产业低
碳转型提供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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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进博会

领先的硬核产品尽显科技产业之美

11月6日，第四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荟萃
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制造技术和装备。领
先的硬核产品尽显当代科技与艺术结合之美。

图①：安百拓聚焦数字化、自动化和电动
化解决方案，以全新的视角解读采矿与基础建
设发展的未来。图为观众体验安百拓设备操作
模拟器.

图②：陶氏公司展台内的这辆高合 HiPhi
非常吸睛。它是丁磊创立的出行科技公司华人
运通自主研发的中国高端新能源智能汽车品
牌，应用了陶氏与高合汽车共同研发的众多创
新材料。

图③：德国罗德施密特直升机公司展示了
VA系列共轴双旋翼载人单座、双座直升机。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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