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

各地开展体验中医药文化主题活

动，让人们了解中医药知识，感受

中医药文化魅力。

左图：10月22日，山东省枣庄

市文化路小学的学生在一家中药

店体验称量中草药。

新华社发（孙中喆/摄）
右图：10月22日，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桥西区裕西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国医堂，石家庄市南马路小学

的学生在了解中医按摩手法。

新华社发（张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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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际咨询公司科

尔尼发布《2024 年全球城市指数报

告》，我国北京、上海、香港3个城市位

居榜单前十，其中分别位列第六、第

八和第九位。今年榜单前四位城市

排名与去年一致，依次为纽约、伦敦、

巴黎和东京，新加坡升至第五位。

“当前全球前十城市中，中国占

据 3席（北京、上海、香港），并分别代

表中国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科尔

尼合伙人周鹏远介绍说，“此外，杭州

和成都两个新一线城市的领头羊也

都实现排名上升，并双双进入全球城

市前50%的第二梯队。中国的城市在

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不断实现新的

飞跃，预期将维持增长势头，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版图中的竞

争力。”

据了解，中国城市在过去的一年

涨势迅猛，总体得分增长超过25%，显

示中国经济与国际化发展在疫情后

快速复苏的强大韧性和潜力。整体

看，在上榜的 31个中国城市中，近七

成城市排名上升5名及以上，如上海、

深圳、南京、武汉、天津等；近三成城

市排名上升 10名及以上，如重庆、青

岛、郑州、东莞等。

中国城市涨势迅猛背后主要有 3
个原因。一是 2022 年年底疫情后各

维度国际交流复苏带来的 2023 年得

分的修复；二是今年“全球城市综合

排名”评估体系有所微调，其信息交

流维度指标有所更新，更为关注城市

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实力；三是

中国经济与国际化发展在疫情后快

速复苏的强大韧性和潜力。

《报告》评估工作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通过《全球城市综合排名》衡量

156 个城市当前的全球联通性与影

响；二是通过《全球城市潜力排名》分

析城市未来发展前景，对这些城市未

来建立全球枢纽地位与影响力的潜

力进行预测。

据了解，在今年的《报告》中，《全

球城市综合排名》删除了“电视新闻

接收率”这一指标，新增了“入境政策

的便利性”“互联网速度”“数据中心

数量”3个指标。 孙立彬

我国京沪港位居全球城市排名前十

本报讯（记者 李洋） 近日，中国

加入专利合作条约（PCT）30 周年纪念

活动在北京举行。30 年来，中国已经

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成

为世界创新版图的重要一极。

据介绍，从 1994 年中国申请人通

过 PCT 提交的专利申请仅有 98 件，至

2023 年中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

利申请量近 7 万件，中国 PCT 国际专

利申请量已连续 5年位居世界第一。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此

次会上表示，PCT 是知识产权领域最

重要的国际条约之一。自 1994 年中国

正式加入 PCT 体系 30 年来，PCT 在中

国落地生根、不断发展，推动中国成为

世界知识产权大国，促进中国知识产

权 制 度 不 断 完 善 ，中 国 申 请 人 通 过

PCT 体系进行海外专利布局和国外申

请人在华申请专利均保持较快增长。

同 时 ，中 国 与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WIPO）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

作，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

方愿进一步深化与 WIPO 的合作，共

同打造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的全

球创新环境和知识产权生态系统，让

创新创造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促进共

同发展。

WIPO 副总干事丽萨·乔根森表

示，30 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

令人赞叹的进步，来自中国的申请量

连续 5 年位居 PCT 申请量榜首，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 PCT 申请超过

全球总量的 1/4，涌现出一批 PCT 申请

量名列前茅的中国申请人。中国已经

是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成为发展中

国家的典范。中国不仅依托 PCT 体系

有 力 推 动 全 球 科 技 创 新 ，也 为 完 善

PCT 体 系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 同 时 ，

WIPO 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推动发展。

据悉，PCT 于 1970 年缔结，目前已

有 158 个缔约国。申请人只需提交一

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就可以同时在

多个缔约国中寻求专利保护。

从2012年7月中国专利文献正式纳

入 PCT 最低限度文献，到 2021 年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 WIPO 签订谅解备

忘录，并正式使用人民币作为 PCT 相

关国际费用的定价和结算货币，到 2023
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率先实现 PCT
国际阶段全流程代码化文本审查和处

理，推动了 PCT国际公布机制的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

际检索完成数量由 1995 年的 118 件增

长至 2023 年的 7.02 万件；2023 年国际

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按期完成率达到

98.4%……30 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持

续推进作为 PCT 国际专利申请的受理

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初步审查单位的审

查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审查效率和审查

质量，构建世界一流专利审查机构。

在此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不

断加强与各方在 PCT 领域的合作，先

后与 33 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审查机构

建立了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合作，

其中包括与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相关机

构开展基于 PCT 国际阶段工作结果的

国家阶段加快审查（PCT-PPH）。不

仅如此，国家知识产权局还成为印度、

沙特等 12 个国家的 PCT 专利申请国

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为

相关国家申请人保护专利提供支持。

10 月 2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2024 年前三

季度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我国工

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平稳，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重

点领域创新取得一批新成果，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其中，11 组最新数据

抢眼。

5.8%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5.8%，对宏观经济增长发挥“压

舱石”作用，贡献率接近 4 成。31 个省

（区、市）和41个工业大类行业的增长面

均超九成。工业投资连续8个月保持两

位数增长。

421家

累计培育 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建成万余家省级智能工厂，13家

中国企业新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中国

“灯塔工厂”总数已达72家，占全球42%。

开展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已推进近万家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

7.5%

前 8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 7.5%，

目前累计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55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 14万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6万家。

7.9%

前三季度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7.9%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147 万 辆 和

2157.1 万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 和

2.4%。累计出口整车431.2万辆，同比增

长 27.3%。1—8月，汽车产业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3.2%和3%。

18%

目前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

总产值比重已超过 18%，预计全年环保

装备制造业的总产值近万亿元。今年新

培育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50 家。前三季

度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约17亿吨，预计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超

过94%。

50%

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831.6万辆和 83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1.7%和 32.5%，近 3 个月新能源乘用车

销售占比均在50%以上。新能源汽车出

口92.8万辆，同比增长12.5%。

12.8%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高于同期工

业7个百分点。生产微型计算机2.49亿

台、手机 11.84亿台、彩电 1.5亿台，同比

分别增长2.9%、9.8%和2.5%。

超1万亿元

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设立了产业转

移、先进制造业集群等 24个特色专区，

汇聚 34.58 万家优质企业、2965 家金融

机构、741项金融产品，助企融资超 1万

亿元。

4.49万亿元

前三季度，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

额 达 到 了 4.4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8%。目前累计培育孵化机构 1.6 万

多家，服务创业企业和团队超过 70 万

家，孵化机构内毕业企业累计上市（挂

牌）超过 5000 家。培育国家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 420家、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

心 12个。

10.7%

前三季度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10.7%。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

算等电信新兴业务收入达到3252亿元，

同比增长9.4%。1-8月规模以上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1.17万亿元。

408.9万个

截 至 9 月 底 ，累 计 建 成 5G 基 站

408.9 万个，5G 用户普及率达到 69.6%，

千兆宽带用户达到 1.96亿户，实现县县

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持续

深化融合应用赋能，5G行业应用已融入

76个国民经济大类，“5G+工业互联网”

项目超过1.5万个。

10月22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本次

论坛以“面向未来的科学技术”为主题，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余名嘉宾在这次

论坛上展开对话。图为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鑫/摄

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第一

本报讯 近日，赛迪顾问发布《紧

跟工业设备更新步伐，中国工业操作系

统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研究报

告。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工业操作

系统市场规模达 776.9 亿元，同比增长

9.8%。未来，随着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

作的持续推进，中国工业领域转型升级

将逐步涉入“深水区”，工业操作系统重

要性将日益凸显，并引发越来越多的关

注 。 预 计 到 2027 年 ，整 体 规 模 将 达

1231.3 亿元，未来 4 年复合增长率约

12.2%。

赛迪顾问表示，作为工业控制系统

中的“基石型”软件，工业操作系统（包

括PLC、SCADA、DCS、SIS、嵌入式软件

等）能实现工业控制系统的软硬件分

离，帮助行业用户系统化地管理和控制

生产设备及各类软件，并能实现高度的

模块化和可扩展性，在工业控制系统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4 年 9 月 20
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工业重点行业

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对 27
个工业重点行业领域给出了更新改造

的目标和方向，提出到 2027 年，完成约

200 万套工业软件和 80 万台套工业操

作系统的更新换代任务，在需求侧为中

国工业操作系统发展注入一剂“强心

针”。

报告显示，随着产业数字化进程逐

步推进，叠加开源生态不断完善，工业

操作系统的需求持续增加，推动了相关

软件产品市场发展。整体看，中国工业

操作系统主要软件产品的市场规模在

2020-2023 年间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

势。尽管各细分领域在预测期内存在

小幅波动，但整体看，中国工业操作系

统主要软件产品的市场规模在预测期

内增长势头强劲。

在政策的指引下，依托技术创新

的不断深化、市场需求的稳步上升以

及产业链各环节的紧密协同，中国工

业操作系统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

力。具体而言，从 2024-2027 年，市场

将迎来显著扩张期，其中 SCADA 凭借

其独特优势，预计将成为增长亮点，

2026 年增长率有望达到 15.8%。尽管

2027 年增速有所回调，但市场增长依

然强劲。 孙立彬

中国工业操作系统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据新华社电（记者戴小河、王
凯）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10月23
日表示，我国建成了具备国际竞争优

势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为全球贡

献了 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 70%的风

电装备。

当日，章建华是在青岛开幕的第

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介

绍了上述情况。他说，过去 10年间，

我国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

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
和 80%。我国的风电、光伏产品覆盖

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丰富

了全球供给，也为能源绿色转型和维

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作出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国内的新能源产业也

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截至 2023 年

年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较10年前增长了10倍，清洁能源发电

装机容量占总装机的 58.2%。清洁能

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

15.5%提高到26.4%。

章建华说，我国建成完备的风

电、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

造体系，高效晶体硅、钙钛矿等光伏

电池技术转换效率多次刷新世界纪

录，量产先进晶体硅光伏电池转换效

率超过25%。陆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

容量突破10兆瓦，单机容量18兆瓦的

海上风电机组顺利下线。

本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

主题为“向新而行 合作共赢”，参会各

国能源部长、驻华使节和国内主要能

源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齐聚一堂，

分别就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新型储

能和先进核电技术等议题进行深入交

流。会议期间，“一带一路”能源合作

伙伴关系成员国还举行了扩员仪式。

我国建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
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

本报讯（记者 张伟） 秉承“新时

代，共享未来”主题的第七届进博会将

于11月5-10日在上海举办，同期还将

举办虹桥国际经济论坛。10月23日，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

目前，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整体展览展示面积超过42万

平方米，将有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虹桥论

坛将举办主论坛和19场分论坛。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本届进博

会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升级打造创

新孵化专区，举办首发经济和促进消

费相关分论坛等活动。在促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方面，持续打造全球新品

首发地、前沿技术首选地、创新服务

首推地，展示 400 多项代表性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组织39个政府交易团

和4个行业交易团、共计780个分团到

会采购，为历届最多；同时举办“投资

中国”自贸试验区专场推介、外资企

业圆桌会等活动，推动“展品变商品、

展商变投资商”，充分彰显我国超大

规模市场吸引力和各方投资中国、深

耕中国的信心。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将继续保持

36 万多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共有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参加，国

别（地区）数和企业数都超过了上届，

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

297 家，创历史新高，186 家企业和机

构成为七届“全勤生”。

虹桥论坛更加突出“促进全球开

放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功能

定位，以“坚持高水平开放 共促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主题，聚焦新

型储能、人工智能等国际热点话题，

邀请政商学界嘉宾交流讨论，境外发

言嘉宾占比近半。

第七届进博会11月5-10日在上海举办

▶ 本报记者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