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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十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49倍
进口服务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强化

综合新华社电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23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我国新发展格

局加快构建，十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49

倍，进口服务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进一步强化。

我国服务贸易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持续扩

大，在优化结构、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盛秋平介绍，2012至 2021年，我国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速达9.3%，占比提

高10.3%，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分别增

长5.8倍、3.2倍、2.1 倍和 1.6倍。离岸服务外包规

模增长 2.9 倍，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就业 1127

万人。

近年来，我国积极扩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

域对外开放。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即将开幕之际，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司司长王东堂表示，服贸会发展这十年，恰恰见

证了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历程。2012年以

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年

均增长6.1%，高出全球增速3.1个百分点。到去年

我国服务贸易已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王东堂说，202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首次

超过8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1.4%。

目前，与我国有服务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增加

到200多个。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开展对外国

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点。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我国每年服务业增

量居全球第一，服务领域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数

字化进程逐步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坚实的发展

基础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发展势头没有改变、

在对外贸易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盛秋

平说。

前7月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增12.1%

今年 1 至 7 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额10940亿元人民币，执行额7351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12.1%和 13.1%。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

同额6142亿元，执行额4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5%和10.8%。

从业务结构看，1至7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

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

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6.9%、13.7%

和14.2%。

从区域布局看，1至7月，全国37个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

额同比分别增长 11.5%和 11.2%；长三角地区承接

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1.5%和13.6%。

从市场份额看，1至7月，我国承接美国、中国

香港、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4.8%、19.0%和 14.5%；我国承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同比增长7.7%。

从企业性质看，1至7月，民营企业承接离岸

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29.7%，比全国平均增

速高出18.9个百分点，占全国比重为30.3%。外商

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11.5%，占全国45.4%。

从就业容量看，截至7月底，我国服务外包累计

吸纳从业人员1445万人，同比增长8.0%。1至7月，

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49万人，同比增长2.3%。

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

盛秋平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商务部组织开展了“2022国

际消费季”活动，旨在通过“国内国际、线上线下、

政府企业、贸易消费”综合联动，激发市场活力，

提振消费信心，同步促进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

恢复。

下一步，还将围绕“金九银十”和中秋、国庆

等节日组织开展 2022 秋季全国消费促进月活

动。举办“品味老字号 嗨逛步行街”、中国国际

酒类博览会、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在地方层面，上海、重庆、深圳等地分

别启动了“上海第三届55购物节”“2022不夜重

庆生活节”“2022深圳购物季”等活动，促进消费

恢复，提升消费体验，助推商品和服务消费同步

恢复。

服贸会期间，北京将举办“全球首发节”“北

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论坛”“北京国际时尚节”等

系列消费促进活动。服贸会还将于9月3日至5

日向公众开放。

11月，将迎第五届进博会，汇聚全球优质商品

和服务，加快提升我国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品

质提升，将“2022国际消费季”推向高潮，进一步

促进消费全面恢复和升级。

重新派驻大使

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在一份声明中指

出，向伊朗重派大使将“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

前发展，以实现两个邻近国家和该地区的共同

利益”。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说，向伊朗重派大

使这一决定符合阿联酋加强与伊朗关系的外

交方针。

阿联酋2016年降低与伊朗外交关系级别。

当年1月，沙特以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为由处

死一批囚犯，其中包括一名知名什叶派宗教人

士，引发伊朗国内什叶派民众抗议，沙特驻伊朗

使领馆遭抗议民众冲击，两国自此断交。受此影

响，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宣布断绝与伊朗外交关

系或降低与伊朗外交关系级别。

阿联酋与伊朗关系升温早有迹象。阿联酋

国家安全顾问塔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希安去年

12月访问伊朗，这是两国降低外交关系级别以来，

阿联酋高级官员首次到访伊朗，被视为“破冰之

旅”。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当时明确表示，与

地区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伊朗新政府的外交优

先事项之一，伊朗愿意与阿联酋发展关系。

伊朗《德黑兰时报》说，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经

历了一些起伏，但经济关系仍然正常运转。持续

的经济合作可以为两国解决政治争端、缓和紧张

局势创造共同点。

多重积极信号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近来也在释放改善

与伊朗关系的信号。伊朗和沙特官员从去年4月

起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改善两国关系已开展

五轮对话。伊朗方面7月说，伊拉克外长福阿德·
侯赛因向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

转达了沙特方面与伊朗进行“正式和公开”会谈

的意愿，这是积极信号。

外界普遍认为，也门问题是伊朗和沙特对话

的重要议题。分析人士指出，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支持也门政府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战事久拖

不决，导致沙特在也门战场上军费开支不断增

加。沙特与在也门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

朗展开直接对话，目的之一是寻求尽快结束战

争，从也门脱身。也门冲突各方此前同意停火，

这也有助于伊朗与沙特之间通过对话克服障碍、

解决棘手问题。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面对西方制裁带来的巨

大压力，伊朗政府也希望修复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的关系，进而增加经贸往来，从而缓解伊朗面临

的经济困境。

反对域外干涉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美国在中东及

周边地区呈现战略收缩态势。随着美国从阿富

汗和伊拉克撤军，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

正常化步伐加快，这一地区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

重大变化。而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的改

善正是这一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阿联酋和沙特是美国盟友，

美国长期在该地区鼓吹“伊朗威胁”，挑拨地区国

家之间的关系。然而，美国总统拜登今年7月进

行任内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期间，阿联酋总统

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明确表示，阿联酋不

属于任何以对抗伊朗为目的的“地区轴心”，阿联

酋与伊朗的关系正在推进。

分析人士指出，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间关

系的改善，尤其是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致力

于实现关系正常化，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减少域外势力对地区事务的干涉，对中东地区的

安全和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朗学者穆罕默德·
萨利赫·塞德吉安的话说，近一段时间地区和国

际事态的发展使伊朗和阿拉伯国家认识到，政

治、安全和军事对抗不符合地区人民的利益，有

必要搁置彼此间的分歧，增加理解和协调以造福

该地区。 新华社德黑兰8月23日电

看清美国险恶伎俩
海湾国家与伊朗关系转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前宣布，将在时隔逾6年后重新派大使赴伊朗。近一段时间，海湾阿

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持续改善，科威特本月早些时候将与伊朗的关系恢复到大使级，沙特阿

拉伯也在伊拉克斡旋下与伊朗展开多轮对话。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表明，越来越多中东国家认识到，美国长期渲染“伊朗威胁”

制造紧张局势不符合地区各国利益。只有排除域外势力干扰，推动地区紧张局势降温，才能

实现安全与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从2019年以来，我

们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00多亿条、账号近14

亿个，赢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肯定。”中央网信办副

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23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围绕

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入开

展专项治理，网络生态环境更加清朗。

据介绍，针对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黑公关

等较为突出、治理难度较大的问题，中央网信办结

合“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集中力量进行整治。

“我们将那些网络群组、网站论坛、电商、小程

序等平台作为治理网络暴力、网络水军乱象的一个

重点，将评论、弹幕、私信等环节作为治理网络暴力

问题的重点，将青少年常用的应用程序、智能设备

等环节作为治理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重点，在实

践当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盛荣华说，通过强化信息

公示、强化用户保护、强化推荐管理等方式遏制网

络水军恶意营销，纠正不良倾向。同时，始终把影

响面广、危害性大的网络问题作为整治重点，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形成有力震慑。

盛荣华表示，下一步，将在梳理总结前期工作

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工作统筹，深化标本兼

治，不断巩固拓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成果，为

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提供有力保障。

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00多亿条、账号近14亿个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网络暴力等突出问题取得显著成效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获悉，1至7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54560亿元，同比增长10.3%。

分领域看，1至7月，软件产品收入13315亿

元，同比增长9.9%，增速较上半年回落0.3个百

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24.4%。其中，工

业软件产品收入1219亿元，同比增长8.7%。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至7

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35760亿元，同比增长

11%，增速较上半年回落1个百分点，在全行业收

入中占比为65.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

共实现收入5517亿元，同比增长8%；集成电路

设计收入1591亿元，同比增长13.5%；电子商务

平台技术服务收入5334亿元，同比增长15.4%。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长加快。1至7

月，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942亿元，同比增

长11.9%，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前7月我国软件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10.3%

新华社北京 8月 23 日电 国家邮政局

日前公布 7 月邮政快递行业运行情况。7 月

份，邮政快递业业务收入完成 1134.2 亿元，同

比增长 13.3%；业务总量完成 1207.4 亿元，同

比增长10.9%。

7 月份，邮政服务业务总量完成 156.4 亿

元，同比增长 5.2%；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完

成 23.5 亿件，同比增长 6.6%；邮政寄递服务

业务收入完成 31.2 亿元，同比增长 11.2%。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96.5 亿件，同比

增长 8.0%；业务收入完成 898.2 亿元，同比增

长 8.6%。

1 至 7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 608.6 亿件，同比增长 4.3%；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5880.4 亿元，同比增长 3.7%。其中，

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73.1 亿件，同比下降

4.9%；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525.2 亿件，同比

增长 6.3%。

7月我国邮政快递业
完成收入1134.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