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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将

于9月2日至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

随着开幕日期的临近，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服贸会是全

球服务互惠共享的平台，更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一扇

窗。本届服贸会将再次宣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共促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外界希望，服贸盛会能够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注

入新活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让全球共享服

务贸易发展及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

扩大服务贸易“朋友圈”

　　今年的服贸会为期5天，年度主题为“开放引领发

展合作共赢未来”，将有英特尔、特斯拉、雀巢等1868家

企业线下线上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424

家；89位境外部长、国际机构负责人等重量级嘉宾将线

上或线下参会；同时，今年服贸会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

易峰会、推介洽谈、成果发布等6大类活动。而论坛会议

等活动场次合计有202场，包括10场高峰论坛、两场亮点

活动、107场专题论坛、17场边会、66场推介洽谈。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展会平台，本届服贸会

将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朋友圈”，为服务贸易开放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连日来，多国驻华使馆、多家驻华机构及参展企业

代表表达了对2023年服贸会的祝愿。

　　爱尔兰驻华大使馆贸易、商务、科技及创新参赞乔

柯汀表示：“中国是爱尔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爱

尔兰政府深知保持开放型经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

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多年来，

爱尔兰大使馆以及爱尔兰在华有关机构一直与服贸会

主办方——— 中国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保持合作。爱尔

兰非常赞赏并珍视这种关系。”乔柯汀预祝2023年服贸

会取得圆满成功，对爱尔兰再次参展充满期待，期望能

够借助服贸会平台结识更多合作伙伴。

　　“作为2023年服贸会主宾国，英国政府高度重视此

次活动，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将出席服贸会并参与相关

商业及双边活动，以促进两国间的服务贸易交流及合

作。”英国驻华贸易使节吴侨文介绍说，在展览展示方

面，英国将加大参展规模，联手英国龙头企业组建参加

服贸会以来最大规模服务贸易展团，展出行业涵盖数

字服务、环境服务、金融与专业服务、教育、健康医疗服

务以及创意产业。同时，还将举办一系列合作论坛、行

业研讨会、企业签约仪式等平行活动，增进行业间

交流。

　　挪威外交部高级顾问托比亚斯·斯文宁森表示，挪

中经济高度互补，挪威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支持本国

企业参加本届服贸会。

　　墨西哥驻华商务参赞圣地亚哥·托莱多·德哈表

示，服贸会在促进墨中两国之间的服务和合作方面起

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服贸会意义十分重大，墨

西哥将积极参与本届服贸会。

发挥扩大开放平台作用

　　今年，服贸会已走过十一个年头。十一年服贸盛

会，十一载开放征程。服贸会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国家

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平台，目前已成为中国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的新名片。从2012年到

2023年，从京交会到服贸会，变的是时间、名字，不变的

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与此前历届服贸

会相比，本届服贸会专业化、国际化程度将明显提升，

也将持续发挥扩大开放平台作用。

　　本届服贸会采用“线下+线上”“综合+专题”办会模

式，着力打造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

台，将努力举办一届国际参与度高、参展客商获得感强

的服务贸易盛会。今年，7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以国家

政府或总部名义线下设展办会，格鲁吉亚、苏丹、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等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首次以国家政府

或总部名义线下设展。

　　就此，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副所长草场

步说，服贸会是扩大开放的平台。“服贸会平台规模大、

影响力强，对于日本参会者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活动，

可以借此推广服务，并加深日中之间的相互了解。”草

场步介绍说，自2012年以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每年都

会参加这一盛会，总共支持了100多家日本企业参展，每

次参会都能获得丰硕的成果。他热烈期盼2023年服贸会

的到来。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商务项目交付总监江屹本同

样期盼2023年服贸会如约而至。他称赞说，服贸会是中

国每年举办的促进服务贸易的盛会，是凝聚全球合作

共识、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首席代表小野寺修表示，对于

参展的日本企业来说，服贸会是他们向中国消费者介

绍商品与服务，增进彼此间相互了解的珍贵机会。对于

希望扩大海外市场的日本企业来说，通过服贸会了解

时下的中国市场，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可能是他

们进军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2023年服贸会是一场全球瞩目的盛会，更是扩大

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思特沃克期望

借此机会与更多合作伙伴携手前进。”全球性软件及咨

询公司思特沃克中国区CEO胡凯在接受采访时说。

　　作为服贸会的“老朋友”，普华永道自2019年起，已

经连续四年参加服贸会，今年还将继续参加。普华永道

中国政府事务部总监冀菲说，服贸会为各国政府、全球

企业提供了共享中国机遇的窗口和平台。她预祝2023年

服贸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功。

有助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透过2023年服贸会这扇窗，不仅世界将再度感受到

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和诚意，中国也将进一步向世界展示共享服贸发展机

遇、共促经济复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作为促进服务贸

易发展的重要平台，相信本届服贸会的成功举办将为

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强劲

复苏注入澎湃动能。

　　多家外媒在报道中说，本届服贸会广泛邀请境外

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境内外机构和知名企业等参展

参会、洽商合作，让后者能够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

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增长。

　　韩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至凰说：“韩国企业非

常关注服贸会，我们相信在新冠疫情影响结束后举办

的2023年服贸会一定可以取得巨大成功，成为今年下半

年提振经济的催化剂。”金至凰表示，服务行业将推动

经济复苏和繁荣，而数字经济是服务贸易中最突出的

领域。服贸会为全球投资者和商家提供了迫切需要的

沟通和互动的机会。韩国将积极参与今年的服贸会，尽

力为服贸会的成功作出贡献。

　　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挪威创新署中国区负

责人安若夫认为，服贸会为挪中服务贸易合作创造了

广阔空间。根据此前参会企业的反馈，服贸会为挪威企

业提供了发展机会与推广平台。他认为，2023年服贸会

不仅将为挪中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机会和潜力，进一步

推动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发展，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

复苏。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张保

龙·布鲁诺称，服贸会为意大利提供了一个展示其多样

化服务并加强意中关系的绝佳机会。意大利将积极参

加2023年服贸会，期待与各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增进相

互了解。

　　“让我们共赴此次服贸盛会，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加强同中国之间的友谊纽带。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共同

繁荣与彼此合作的未来铺平道路。”张保龙·布鲁诺说。

□ 王一同

　　据路透社日前发布的特别调查报道显示，自2021年

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以来，美国发生213起政治暴力

案件，导致至少39人死亡，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案件由“独

狼”袭击者发起或在示威、集会上对立团体之间发生。这证

明美国正面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暴力潮。

政治氛围剑拔弩张

　　美国将于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包括前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多名政界人士已表明参选

立场。党派对立与争斗、政客交锋与互黑，预计将

在2024年进一步加剧，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恐催

生更多暴力威胁与袭击。

　　美联社13日报道称，联邦调查局特工本月9日在犹

他州普罗沃市开枪打死一名70多岁的持枪男子克雷

格·罗伯逊，可谓上述政治氛围下的最新例证。而联邦

调查局要逮捕他的原因是，此人在社交媒体上对美国

总统拜登发出暴力威胁。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拜登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犹他

州前夕，克雷格·罗伯逊在网上写道，“听说拜登要来犹

他州。我要找出我的旧迷彩服，擦干净狙击步枪。”这名

男子自称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威胁除掉的民主党政

客不止拜登一人，还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司法部长梅里

克·加兰，以及对特朗普发起指控的检察官等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起事件是美国越来越

令人担忧的充满暴力威胁的政治环境的一部分，代表

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这一事件发生前的半个月内，一名52岁的得克萨

斯州男子因向亚利桑那州的选举工作人员发出死亡威

胁获刑3年半；一名56岁的密歇根州女子帮助患有精神

疾病的儿子购买枪支受到指控，后者威胁枪杀拜登和

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州长。

　　2022年10月28日，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的丈夫在旧金山的家中，被破窗而入的男子袭击，导致

颅骨骨折、双手和右臂受伤。该男子持右翼立场，自称

“厌倦了来自华盛顿的谎言”。

政治暴力再度攀升

　　许多分析人士警告称，美国可能正走向广泛

的政治暴力，一些人认为出现大规模内乱是完全

有可能的。有专家担心，美国可能会出现游击式的

冲突，小团体或是“独狼”袭击者可能将少数群体、

选举官员甚至基础设施等作为攻击目标。

　　美国马里兰大学犯罪学家加里·拉弗里通过对1970

年至2020年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美国政治暴力事件在

2016年开始出现上涨。

　　拉弗里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政治

暴力激增了近10年，20世纪90年代又有过几次高峰期，

2016年开始再度攀升但“似乎还没达到顶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称，美国国会

警察局局长近日表示，在过去6年里，针对国会议员的

威胁增加了400%以上。国会警察局2022年的报告指出，

该部门2021年处理的国会议员受威胁案件约9600件，而

在2017年约为4000件，4年的时间增长了140%。

　　美国全国城市联盟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81%经

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报告遭遇过政治威胁，87%认为情

况越来越糟。全国城市联盟理事会成员、明尼苏达州圣

路易斯帕克市市长杰克·斯帕诺说：“政治暴力威胁在

过去5年确确实实增加了。”

　　根据路透社/益普索今年5月对将近4500名登记选

民进行的民意调查，大约20%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

认为，如果是为了“实现对更美好社会的设想”，暴力则

是“可以接受”。

　　然而，这种观点令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感到惶惶

不安。在路透社/益普索3月和4月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

65%左右的受访者对自己所在社区因政见不同而发生

的暴力行为感到担忧。

　　2022年6月，警方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

住宅附近逮捕一名持有数把刀、扎线带和一支枪的男

子，后者称打算杀死这名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

　　2017年6月，一名对共和党不满的枪手在弗吉尼亚

州一个国会棒球训练场发动袭击，包括共和党时任党

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在内至少5人受伤，枪手被打死。斯

卡利斯一度生命垂危。

　　美联社援引联邦调查局前高级反恐官员贾韦德·

阿里的话报道，“独狼”袭击者常在冲动之下发起行动，

是最令人担忧的潜在威胁。“这类威胁会在没有事先声

明的情况下快速成为现实。”

公众支持日趋激进

  随着联邦政府和地方检察官可能在未来几周对

特朗普提出更多起诉，公众可能会进一步激进化。

　　英国《卫报》日前发表题为《“愤怒与激进化”：越来

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政治暴力是合理的》的文章指出，最

近一项关于民主受到的威胁的调查发现，6月对特朗普

的联邦起诉“激进化”了对以特朗普的名义使用暴力的

支持。

　　这份名为《民主的危险》的报告表明，随着2024年总

统竞选的白热化以及可能很快出现的对特朗普的更多

起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使用政治暴力。

　　主持这项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说：

“起诉激化了对特朗普的支持，但这并不是激进化的唯

一根源。你也看到左派的愤怒和激进化日益增长。”

　　该大学6月下旬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使用武力让

特朗普重返白宫是合理的美国人人数在过去几个月增

加了约600万，估计达到1800万人。这其中68%的人认为

2020年特朗普的选举胜利被窃取，62%的人认为起诉特

朗普是为了损害他在2024年的竞选机会。估计有7%的

美国人现在认为可能需要使用暴力才能让特朗普重新

当选，高于4月份时4.5%的比例。

　　然而，民主党人出于另一种目的也表现出对政

治暴力的支持。调查发现，支持使用武力强迫国会议

员“做正确的事”的人数从1月份的9%上升到6月底的

17%（约为4400万美国人），其中民主党人的增幅最

大。在此期间，对用暴力恢复联邦堕胎权的支持也有

所增加。

　　佩普说：“就国家的激进化而言，事情肯定正朝着

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有人希

望起诉特朗普能减少对他的支持。”

　　调查还发现，近90%的特朗普最激进支持者认为联

邦政府是由不道德的“深层政府”管理的。

　　佩普表示，“事情正朝着激进化的错误方向发

展，而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2024年选举季真正激烈

的阶段”。

□ 本报记者 苏宁

　　近日，日本首相赴美出席了美日韩首脑

会谈。会谈中，三国以共同应对朝鲜核导威胁

之名，宣称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强化威慑

力。日本得以再次借机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关

系，借美倚美发展自身军事实力。国际观察人

士指出，日本背离和平主义道路，积极谋求扩

军备战，在歧途上不断加速，相关动向加剧了

外界的警惕与担忧。

不断升级对台干涉

　　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曾在中日两国政治

文件中明确承诺将日台关系限定在“民间和

地区性往来”，然而，一直以来日本右翼保守

势力和有关政客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勾连

聚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所谓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2022年，时任美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日自民党议员多

次组团访台，为“台独”势力撑腰站台，向台独

势力传递错误信号；2021年以来，日自民党还

多次与台湾民进党举办所谓“2+2”会谈，就外

交、防卫问题交换意见。

　　8月上旬，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的动作进一步升级。7日至9日，日本前

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率团窜访台湾，

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发表严重错误言论，

鼓吹日美台“威慑力”，煽动“台独战斗决心”。

据日本媒体报道，随同麻生赴台的前外务省官

员表示，麻生的上述言论是以自民党副总裁的

名义发表的，因此不是代表其本人，而是政府

及执政自民党内部协调后的结果。该官员透

露，麻生行前还与首相岸田进行了秘密会商。

　　针对麻生的错误言论，日本立宪民主党

干事长冈田克也批判指出，即使美国也没有

明确表明将军事介入，麻生的言论非常轻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曾非法侵占并

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所犯罪行

罄竹难书。日方曾就台湾问题向中方作出郑重承

诺，包括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

“台独”，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是

日本必须遵循的立场和原则。

人为制造矛盾对立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日本无视当今国

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流，炒作危机，夸大威胁，

在亚太地区人为制造矛盾对立。

　　俄乌战争发生后，日本生拉硬扯，将俄乌问题

与东亚局势相关联，渲染东亚安保危机。并且，日

本还积极配合北约向东亚扩张，“祸水东

引”，迎合美国战略图谋构建亚太版北约。

　　日本政府去年底发布的“安保三文件”

（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

略》《防卫力整备计划》）将中国视为“前所

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防卫省近日发

布的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日本正

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

进一步渲染邻国“军事威胁”，制造“安全危

机”假象。

　　面对朝核问题，日本不是劝和促谈，积

极寻求政治外交解决之道，而是夸大渲染

朝鲜核导威胁，视当前为“历史性机遇”，积

极升级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然而这只会

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对立。

　　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四国机制”“印

太经济框架”，积极向美英澳联盟、五眼联

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靠拢，实行经济安保政策，在

正常经贸领域大搞“脱钩断链”“去风险”，

人为制造阵营对立。

　　事实上，日本并不是真的认为威胁存

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之所以渲染威胁、

制造矛盾，真实目的是为摆脱束缚、发展进

攻性军事力量寻找借口。

　　“安保三文件”已经背离了和平发展道

路，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政策已经发生

了转变。然而，日本保守势力还在进一步谋

求修改武器出口原则，发展进攻性军事手

段，直至最终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现

军事大国梦。

　　日本在背离和平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发展方向令外界担忧。

积极谋求强军扩武

　　据日媒报道，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纪

念日当天，个别右翼保守日本政要再次参

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由

67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议员联盟，在中断4年

后再次举行了集体参拜。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

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岸田强调“铭记历史

教训，为世界和平繁荣努力”，但是却依然对日本侵

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责任与该有的反省只字不提。

　　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有人认为日本

已经忘记反省战争，试图将过去正当化，这些事情

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切实正视并深刻反

省侵略历史，是战后日本得以同亚洲邻国恢复发

展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

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同军

国主义彻底切割，避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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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贸会成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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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66场推介洽谈

  图为2023年服贸会

新闻发布会及场馆探营

活动在京举行。

新华社发  

  图为2018年10月6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

最高法院前，抗议者反对

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