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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世界开放报告
2024》（以下简称“报告”）发布
暨国际研讨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召开，这也是第七届虹
桥 国 际 经 济 论 坛 的 分 论 坛 之
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虹桥国际经
济论坛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服
务外包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介
绍了报告的主要内容、核心观点
和特色亮点，显示中国的贡献更
加突出，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
经济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年间中国开放
指数提高11.89%

会议现场介绍，《世界开放
报告 2024》相比往年有了更多

亮点。其中，指数测度更加科
学，测度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跨境经济开放、社会开放和文
化开放，包括开放政策和开放
绩 效 ，共 计 29 项 具 体 量 化 指
标。聚焦新质生产力、共建“一
带一路”等，分析其对全球开放
合作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贡献
更加突出。

报告显示，中国扩大对外
开放成效显著。2008 年-2023
年，中国开放指数从 0.6789 升
至 0.7596，提高 11.89%，升幅位
居全球前列。

虹 桥 国 际 经 济 论 坛 研 究
中 心 负 责 人 曲 维 玺 介 绍 ，在
2023 年 报 告 对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作一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今年
的 报 告 侧 重 从 改 革 的 视 角 对
中 国 的 开 放 实 践 进 行 总 结 。
中 国 长 期 坚 持 对 外 开 放 的 基

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共赢，在融入世界与发展自
我 中 实 现 互 利 共 赢 。 报 告 认
为 ，新 时 代 中 国 的 高 水 平 开
放，在开放领域、开放重点、开
放节奏 、开放空间等方面，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
高水平开放也推动了全球经济
治理改革。中国通过深度参与
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多双
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与世界各
国共享发展机遇，为维护多元
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国香港排第三，
新加坡开放指数居榜首

报告显示，世界开放趋势
与现状堪忧。2023 年，世界开

放指数预估为 0.7542，同比下降
0.12%，比 2019 年下降 0.38%，比
2008 年下降 5.43%，震荡收缩趋
势明显。世界社会开放指数提
高 1.7%，但经济开放指数下降
0.2%，文化开放指数下降2.4%。

报告指出，新加坡是 2023
年最开放的经济体，其开放指
数高居 129 个经济体之首。爱
尔兰在 2023 年开放指数排名中
居第二位，中国香港排第三。
德国、荷兰、英国、瑞士、马耳
他、比利时、卢森堡分别排在第
四到第十位。

报告同时显示，开放成效
不及预期。2023 年，世界开放
政策指数上升 0.7%，但开放绩
效指数下降 1%，说明开放政策
虽有改善，但力度不足 、效果
不彰。

开 放 环 境 寒 意 渐 浓 。 世

界开放面临的矛盾问题、风险
挑 战 依 然 存 在 甚 至 加 剧 。
2020 年—2023 年，全球贸易干
预 措 施 数 量 保 持 在 4700 项 以
上 ，显 著 高 于 2020 年 之 前 的
水平。

《世界开放报告》团队今年
首次面向全球受访者推出世界
开放形势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认为世界经济 2023 年至
今“更不开放”“没有变化”“不
确定”的受访者共占 59.7%，对
世界文化开放和世界社会开放
持同样观点的受访者占比与此
相当；导致世界开放收紧的主
要消极因素包括：“国际地缘冲
突扩大”（持该观点的受访者占
比最高，达22.5%），以及“国家
安全概念泛化”“逆全球化、反
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
霸凌措施增多”。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
员粤仁宣报道：5日，广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召开香港建造
业“人才港”联合行业推广及招聘
活动通气会。记者在会上获悉，
11月 10日至11日在粤港澳大湾
区（广东）人才港将举办香港建造
业“人才港”联合行业推广及招聘
系列活动。40 余家香港建造行
业企业携超500个岗位组团在湾
区揽才。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香港特区政
府发展局及广东省教育厅、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共同主办，旨在
搭建粤港人才融通流动桥梁，促
进内地院校建造业专业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以及赴港学习深造，着
重面向省内外高校、高职、技校建

造业专业学生及离校未就业毕业
生等群体。

活动将采取“1+3”形式开展，
“1”为开幕仪式，该环节将向港澳
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正高
级工程师代表颁发职称证书、向
一试多证评审专家组颁发聘任证
书等；“3”为两天同步举办的香港
建造业发展宣讲会、香港建造业
招聘会、粤港校企交流会。其中，
宣讲会将有7场宣讲，由香港特区
政府、协会、企业及高校代表宣介
香港建造业发展前景及香港就
业、升学和深造培训机遇等，招聘
会将有40余家香港建造行业企业
携超500个岗位现场揽才。

据了解，目前已有相关领域
高校、职业院校、技师学院 30 余
所院校表示将参与此次活动。

2010年10月，怀揣着建设超
级工程的伟大梦想，“1 号员工”
宋神友开启了他在深中通道激情
燃烧的岁月，“刚开始，一切都还
顺利。因为梦想，苦一些、累一
些，也不觉得难。”他说。

当时珠江口上，只有一座
1997 年建成的虎门大桥连接着
珠江两岸，然而，虎门大桥日均车
流量已远超当初设计标准。

然而，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
化。彼时，港珠澳大桥已正式开
建，对珠江下游，是否需要多一座
超大投资的跨江通道、建设什么
样的通道，社会各界意见不一。

这7年让参与深中通道前期
研究的人吃尽了苦头——经历了
默默无闻，甚至是备受煎熬的幕
后7年。

“2013 年底至 2015 年初，是
前期工作最艰难的时期，甚至有
时候都觉得这个项目‘ 没戏 ’
了。”宋神友说，那些年，各方基
于不同需求提出了不同意见，让
人很焦虑，也很难受。

“我前后6次进京，专门就项
目建设拜访相关院士、专家。每
一次，基本是我回答院士、专家上
一回布置的‘作业’——就是我们
对他提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
方案，同时也是他们给我们布置
下一道‘作业’的时候。”

正是在这备受煎熬的 7 年，
宋神友和团队完成了 52 项前期
专项研究、19 个通航专项论证、
29个过江通道方案，靠着这些深
入研究和坚实的论证材料，打消
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顾虑。

忆起往事，宋神友感慨至深：
“2015年1月的某一天，我们要在
深圳召开一个方案专家评审会，在
专家团队到中山侧看完现场后，我
带领大家经虎门大桥前往深圳。
也就是在虎门大桥上，我们的车被
堵了2个多小时。这一下，所有人
都明白了，在珠江口两岸A字形交
通主骨架上，真的迫切需要画上深
中通道这关键的一‘横’。”

将近 7 年的执着坚守，终于
要从图纸开始走向现实。

深中通道总工程师宋神友：

站在“巨人”肩膀，“桥”见奋斗实干

香港建造行业企业将携超500岗位
组团在湾区揽才

聚焦第七届进博会第七届进博会

携前沿产品首发首秀
新老朋友齐赴“中国之约”
一个个“乘兴而来、满载而归”的进博故事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图/受访者提供

11月 5日至 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进博会”）在上海黄浦江畔如约而至。这
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举办的重要经济
外交活动，国际政要、跨国企业高管再次齐聚上海。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开
放和机遇成为稀缺资源。进博会搭建了创新集聚、全
球共享的合作平台，一个个“乘兴而来、满载而归”的
进博故事为疲弱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和暖意。

一年一度，“全勤生”因何而聚，新朋友为何而
来？中国开放发展的底气何在？进博会的展馆
内，一个个新意盎然的展台给出了答案。

开放发展底气何在？中国贡献更加突出
羊城晚报驻沪记者 何晶

“进博会促进贸易增长的背
后，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赢。”第6
次从新西兰奔赴进博会的纽仕
兰乳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罗伊·
范登克说。

进博会是世界 500 强外企
们每年不可或缺的“中国之约”，
他们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
前景，尤其相信中国持续加大创
新投入并加速产业链整体转型
升级，将为各行各业创造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毕马威中国及亚太区主席
陶匡淳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
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部署，释放了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这将为世
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注入
更多确定性力量。

参加了多届进博会的陶匡
淳观察到，进博会不只是进口商
品展，更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市场
相遇、产业相融、创意互促、规则
互鉴的国际大平台。在中国高
水平开放新格局中，全球最前沿
产品在进博会首发、首秀，共享
中国大市场，共创新机遇，已经
成为国际合作新范式。

11月 6日，松下集团全球副
总裁、中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
朗将在进博会上发布集团的战
略及在华重点事业。

“我们始终将进博会定义为
全球战略展会。”本间哲朗表示，
松下每年参展都会带来很多创
新产品和技术成果、发布集团在
华战略，短时间内可以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政府领导、企业高管和
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现场交流、
听取反馈。

本间哲朗认为，跨国企业
选择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因
为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还
是 创 新 大 国 和 工 程 师 大
国。每年都有大量高素质
的年轻人加入社会，因
此，松下集团希望扩大
在中国的研发力量。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本次进博会，欧加隆
在展台上全面展示
了过去3年的亮点，
其中包括首次展示
的在研药物SJ02。

欧加隆全球
高级副总裁、中

国区总裁吴泽发（Zafer Unluer）
表示，欧加隆希望通过进博会这
一全球共享共创的开放性平台，
让创新方案落地、生根、成长，助
力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更希望
借力进博会，加速中国乃至全球
的创新，也将中国的创新推向世
界，让中国智慧和创新造福全球
患者。

“中国不仅是我们，也是整
个生物技术行业的重要增长引
擎。安进对在华业务充满信心，
并在这一重要市场有着长期的
战略承诺。”安进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布拉德韦
（Bob Bradway）表示。

越来越强大的进博会溢出
效应让来自德国的世界 500 强
企业拜耳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巨
大潜力。本届进博会上，拜耳将
与许多本土伙伴签约，加速开放
创新，进一步挖掘未来合作的广
阔可能性，深化与中国市场的紧
密联系。

全球知名食品饮料公司雀
巢是进博会的7年老友，并已续
签第八届进博会。雀巢集团执
行副总裁张西强深深感受到，中
国对外开放在不断迈上新台
阶。他发现，中国正在不断完善
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帮助外资
企业持续将全球优质食品带给
中国消费者。各地政府也在不
断推出促消费、稳外资的支持政
策，加大与外资企业的沟通交
流，让雀巢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市
场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不断释放和扩大的溢出效
应，是这些扎根中国数十年的
跨国企业一年又一年纷纷涌入
进博会的动因。

开放合作不是“独角戏”，
而是“大合唱”。除了这些早早
紧盯进博会的“全勤生”外，每
年也有“新朋友”跑步进场。

今年进博会，来自加拿大
的露露乐蒙（Lululemon）和来
自日本的 NTT Sonority 公司
等首次以展商身份亮相，展出
最新产品。

“中国市场是 Lululemon
全球业务增长的重要引擎，我
们在这里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中国开放的商业环境、国民经
济增长以及蓬勃发展的体育产
业。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投资
并深耕中国市场。”Lululemon
首席执行官Calvin McDonald
表示。

此次进博会前，万益特
（Vantive）正从全球透析巨头百
特（Baxter）分拆成为一家独立
公司。即将出任新公司万益特

的首席执行官陶克瑞，也千里
迢迢来到中国参加进博会。

这是万益特首度亮相进博
会，携多款领先的明星产品及
治疗解决方案亮相。目前，万
益特已在中国建立涵盖本土研
发、生产、营销到服务的全周期
产业链，并在天津、广州和苏州
拥有3家工厂和一家世界级研
发中心。

“中国政府的政策让我们
对在中国的投资更加期待，中
国对我们的战略至关重要，这
里不仅是业务开展的地方，更
是我们寻找全球创新机会的重
要基地。”陶克瑞说，依托进博
会的“溢出效应”，万益特将继
续加速本土化战略布局。

在过去几届进博会上，立
邦一直以“见证者”的身份参
与，而今年立邦首次以“参与
者”的身份加入，并在首次设
立的“技术装备展馆—新材料
专区”设展，带来了两款全球
首发和一款中国首发的创新
产品。

在立邦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钟中林看来，进博会就像一扇
窗，让世界看到中国进一步向
全球开放市场的决心；进博会
也像一座连桥，让国际企业可
以把更多先进的技术、产品以
及经验引进来。

“在这样一个双向交流的
国际平台上，立邦不仅要把好
的产品和技术引进来，更期待
助力更多中国企业、中国产品
更好地走出去，共享全球机
遇。”钟中林说。

除了大型跨国企业和行
业巨头，官方数据显示，本届
进博会近 70 家境外组展机构
将组织近 1500 家中小企业参
展，参展面积超过 4.7 万平方
米。中小企业参展面积较上
届有所增加，其中来自 30 个
最不发达国家的约 100 家参
展企业将继续享受免费摊位
政策。首次举办的重要采购
商选品会将助力中小企业参
展商更快地找到合作伙伴和
买家，落地中国市场。

新朋友为何而来？“溢出效应”持续放大

奋斗出新彩 实干创未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图/羊城晚报记者 潘亮

“全勤生”因何而聚？见证“与中国共创”

粤港澳大湾区是当前人口最多、经济总量居前的全
球最大湾区。深中通道则是一座志在百年的世界级超级
工程，是“更高、更快、更强”的湾区雄心的体现。

10月25日，开通118天的深中通道累计车流量突破
1000万车次，日均车流量达8.47万车次，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黄金内湾”的“黄金通道”。

对现年50岁的深中通道“1号员工”、总工程师宋神
友来说，从茫茫大海到“桥”见未来、从梦想生根到蓝图实
现，整整经历了14年。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在伶仃洋上世界级奇迹
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奋斗故事？记者选取了宋神友人
生14年的一些片段。

“奋斗者说

”如果一切停留在‘想’

的阶段，而不是付诸行动，

深中通道就不可能成就这

些世界奇迹。

宋神友

2017 年春天，粤港澳大湾区
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社会关心的话题变了：深中
通道何时能建成通车？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句
话说起来容易，却包含着万千。
对宋神友和团队的挑战，从设计
者变成了执行者。

“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
成了这项伟大壮举。港珠澳大桥
的建设，为深中通道的建设积累了
经验、技术和人才。”宋神友说。

仅为满足通航需求，深中通
道在跨越伶仃航道时，采用了
580+1666+580 米的世界最大跨
径全离岸海中三跨吊全漂浮体系
悬索桥——深中大桥，桥面高达
91 米，又处在珠江口开阔水域、
强台风频发区，欧洲著名桥梁公
司断定：深中大桥采用的整体钢
箱梁无法满足抗风安全要求。

宋神友说，“那个时候，我是
不服的，我就觉得我们能行！”他
牵头组织了长达3年多的平行研
究，通过上百次试验，研发了“整
体钢箱梁+水平导流板+上下稳
定板+高透风率栏杆”新型组合
气动控制技术，攻克了台风频发
区超大跨整体钢箱梁悬索桥灾变
控制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将超大
跨径整体钢箱梁悬索桥颤振临界
风速提高至 88 米/秒，一举打破
了国外权威的论断，为我国未来
类似海峡工程积累了技术经验。

2024年，深中大桥被国际桥
梁大会授予国际桥梁界最负盛名

的“乔治·理查德森奖”。
如今，深中通道作为当前世

界上建设综合难度最高的跨海集
群工程，创造了包括世界最长最
宽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最大跨
径最高通航净空海中大桥等 10
项世界之最，形成了10项国际领
先的重大技术，为世界跨海集群
工程建造提供了深中样本、广东
经验和中国方案。

2024 年 6 月，开通后的深中
通道完成环珠江口“A”字形交通
网络骨架的关键一“横”，让珠江
口东西两岸的“深莞惠”与“珠中
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直连，
缩短了时空距离，让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更加畅通，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黄金
通道”。

7 年筹备、7 年建设，在人生
刻度上有多少个 14 年屈指可
数。但正是一代代桥梁人，用一
个又一个十年，铺就了今日中国
桥梁建设的黄金时代。

“国家的发展给了我们实现
梦想的力量，”宋神友说，“参与
深中通道项目建设14年，如果一
切停留在‘想’的阶段，而不是付
诸行动，深中通道就不可能成就
这些世界奇迹。”

10 个月前，宋神友被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首届“国家卓越工
程师”称号。一向冷静淡定的他
在现场动情地说：“光荣属于全体
建设者，我只是代表大家来领
奖。”

“1号员工”的幕后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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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敦 力 带 来 了 近
400 款创新产品及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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