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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月报】

● 2025 年 1-5 月大连市服务外包数据统计

根据商务部服务外包统一平台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大连市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额（包含在岸）195586.7

万美元，同比增长 39.1%；接包合同执行额 100888.5 万美元，

同比下降 20.4%。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86088.5 万美

元，同比增长 59.2%；执行额 84614.3 万美元，同比下降 11.5%。

在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9457 万美元，同比下降 60.13%；执行额

16233.1 万美元，同比下降 47.8%。

（来源：商务部）

【行业资讯】

●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 2025 年 1-4 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2025 年 1-4 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

口总额 26320.6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8.2%。其

中，出口 11285.2 亿元，增长 14.6%；进口 15035.4 亿元，增

长 3.9%。服务贸易逆差 375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75.6

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步增长。1-4 月，知识密集型服务

进出口 10163.6 亿元，增长 5.5%。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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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较大，金额分别为 4310.7 亿

元、3617.1 亿元，增速分别为 3.4%、9.5%。知识密集型服务

出口 5902.4 亿元，增长 6.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4261.2

亿元，增长 4.6%。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顺差 1641.2 亿元，比

上年同期扩大 152.6 亿元。

旅行服务出口增长最快。1-4 月，旅行服务继续快速增长，

进出口达 7567.8 亿元，增长 14.7%，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

其中，出口增长 79.9%，进口增长 7.8%。

（来源：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 中国服务外包加速拓展全球版图

从业务结构优化到国际市场布局，从区域集聚效应到数字

技术赋能，中国服务外包正以多元突破加速拓展全球版图。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4 月，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

包执行额 5247.5 亿元，同比增长 0.8%。其中，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执行额 3012.6 亿元，同比增长 9.7%。

商务部研究院数据中心副研究员宋思源表示，1—4 月，

在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

服务外包依然保持稳健增长，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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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稳就业作用持续发挥。从总体上看，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内

生动力强大，结构优化空间广阔。

从国际市场看，1—4 月，中国内地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

前三位为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执行额分别为 567.4 亿元、

563 亿元和 464.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3%、5.4%和 59.7%，

合计占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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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42.5 亿元，

同比增长 28.6%；承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执

行额合计 1019.2 亿元，同比增长 27.5%。

“当前，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正从成本敏感型向价值导向型

转型。”宋思源向国际商报记者介绍道，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

印度等国家凭借英语语言能力、IT 人才储备和国际品牌优势，

在软件开发、高端咨询等领域不断争夺国际市场份额。中国则

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在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领域逐步

形成产业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突

破为服务外包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支撑，形成了工业质检、

智能客服等“AI+行业”的服务模式。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新

增客户开始以跨国制造业企业、新兴科技公司为主，且服务内

容更多转向 AI 研发、数字孪生等高价值领域。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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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激扬文化贸易新活力

当前，数智技术正推动文化产业全链条模式变化，极大促

进了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也为文化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近日，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数智赋能文化贸易论

坛在深圳文博会期间举办。围绕数智技术赋能文化贸易的创新

路径、实践案例与未来趋势，数智技术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

展等话题，来自政府、学界、产业界代表积极研讨，共话数字

时代文化贸易创新发展。

数智技术的赋能正成为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发展的重要力

量。数据显示，全球文化贸易额已从 2000 年的 1500 亿美元扩

大到 2024 年的 1 万多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 9%。这

一趋势在中国体现得更为明显。据统计，2024 年中国文化贸

易总额达 1.4 万亿元，其中，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具有数智

元素的文化贸易总额超过3700亿元，占文化贸易比重达25.8%。

“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也深刻影

响着国际文化贸易的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数智技术正推动

文化产业全链条模式变化，极大促进了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也

为文化贸易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化贸易是服务贸易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智化时代地位尤为重要。要全面利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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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贸易的四种基本形态，全面推进中国文化产业全球化发展，

并随着数智技术发展不断创新迭代。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姜增伟表示，文化贸易对文化强

国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数字化催生新业态新模

式。文化贸易领域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媒体、游戏、音

乐和影视等行业的变革，而且使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了个性化

的定制，在国际贸易中更为便捷、高效，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

全新的体验。针对文化贸易发展，他建议，一要坚持创新提升。

创新是竞争力的基础，既包括文学艺术和科技文化的创新，也

包括文化贸易的方式、手段、业态的创新；二要坚持开放包容。

与其他领域不同，文化领域需要用国际市场通俗易懂的语言体

系讲述本国的故事；三要坚持合作共赢，文化贸易需要公平公

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不仅需要产业合作、贸易合作，而且需要

规则层面的共商、共建、共享。

“故宫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也走在数智化发展的前列。

要用数智技术激活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创意

产业赋能，探索出一条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活化利用、永续传

承的新路径。”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

长王旭东介绍，在数智时代，故宫积极拥抱新技术，1999 年

成立资料信息中心，进行文物数字化采集，建立数字库，逐步

实现文物数字库的开放共享。目前故宫已完成 52%馆藏文物的

数字化，该项工作每年还以 7 万件的速度在推进。同时，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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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活化，如与腾讯

合作推出“文以载道”项目，开展数字孪生项目等。未来，故

宫将继续利用数智技术，激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强国际交

流传播。

作为此次论坛的重头戏，“2025—2026 年度国家文化出

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在论坛期间正式发布，咪咕文化、中

视国际传媒、泡泡玛特、自贡海天等 404 家企业入选重点企业，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海外巡演、“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

多语种版权输出、太极拳国际推广项目等 121 个项目入选重点

项目。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决策部署，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推动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

展，商务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于日前共

同认定了 2025—2026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 2025—

2026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来源：国际商报）

● 我国促进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有序发展

中国气象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人工智

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1 日起施行，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气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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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深度融合应用与规范发展加装“安全护栏”，为加快实现

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表示，办法以“敏捷治理”为

重要原则，强调“支持与促进”，尊重人工智能发展规律，促

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

办法围绕数据开放、算法模型研发和应用场景赋能等，提

出了具体政策支持和促进措施，加强人工智能与气象监测预警、

预报预测、数值预报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构建人工智能气象

应用服务场景，并对气象主管机构参与国际气象领域人工智能

应用服务的发展和治理做出了规定。

办法提出，气象主管机构应推动人工智能在旅游、能源、

交通、金融等气象服务领域的推广应用，构建人工智能气象应

用服务场景；加强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领域的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开展人工智能气象应用示范，推动人工智能在气象业务

领域的转化、准入和应用。

办法规定，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为进入开放共享和流通

环节的数据要素匹配气象数据身份标识。

同时，气象信息传播要合法。办法规定，提供者不得向社

会发布和传播非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提供的公众气象

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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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发文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加快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试点工作将在 30 个左右具备条件的城市开展，通过 3 年

左右的努力，培育一批面向制造业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打造一批融合发展平台载体和联合体，发展一批支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技术、产品、模式，形成一批推

动人力资源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深度协同的政策体系和有效

模式。

试点城市原则上为地级及以上城市，满足具备较大规模的

制造业、比较发达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基础、丰富的教育人才资

源、较强的区域示范带动作用等条件。试点城市应统筹就业、

产业、财政、金融、土地等扶持政策，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推动将符合条

件的项目列入就业和技能培训、现代服务业、工业和信息化领

域有关专项资金扶持范围。

在打造融合发展载体方面，通知要求以加强重点产业用工

保障为重点，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等组建招聘用工联合体；以促进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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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为重点，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大型企业集团、产

业链龙头企业等建设跨企业培训中心或组建人才服务集团。

通知提出支持制造企业联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

资源事务外包、共建人力资源共享中心，为受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影响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提供转岗培训和再就业服务。

数据显示，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年均服务 5000 余万

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 40%是制造业企业，形成了大量专门面

向制造领域的人力资源服务场景。

（来源：人民日报）

●深化中俄物流合作 赋能区域经济发展

6 月 10 日，俄罗斯物流集团俄远东航运产品推介会在大

连隆重举行，来自俄罗斯物流集团的高层代表、大连市政府和

相关部门领导、辽港集团、一汽大连公司、奇瑞大连公司等

60 余家大连生产、贸易、货代和修船企业共 140 余人齐聚一

堂，共商中俄物流合作新机遇，共谋区域经济发展新篇章。

在会前，大连市政府周延副秘书长与俄罗斯物流集团

公司马斯洛夫副总裁进行了简短高效的会谈。



11

周延副秘书长表示，俄罗斯物流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

物流企业，在中俄贸易、远东开发等领域地位重要。大连

市政府将依托良好政策与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其在连业务

发展。一是扩大航线合作，立足中国北方市场，扩大集货

规模，加密班次，开辟更多航线；二是推进装备更新，借

助大连发达的船舶产业链，采购先进货轮与集装箱，引入

智能化物流设备；三是拓展业务领域，积极探索冷链物流、

电商物流等领域合作。

俄罗斯物流集团副总裁格尔曼·马斯洛夫表示，该集

团对大连与俄罗斯航运物流发展前景充满希望。2024 年，

集团开通大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周班直航、大连到圣

彼得堡港直航，今年 4 月又在大连设立分公司，为双方合

作奠定坚实基础，今后希望开更多的航线。

在推广会上，俄罗斯物流集团公司对自身业务、未来

发展规划、海运及铁路产品等进行了全面推介。此次推介

会为双方企业搭建了深入交流的平台，现场气氛热烈，企

业代表积极对接，探索合作可能。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北京办事处阿尔乔姆总经理、罗飞

项目经理、滨海边疆区驻大连贸易代表处阿克桑娜副代表

等出席会议

（来源：大连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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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口强势增长，近十年来首现顺差

前 5 个月我市进出口主要特点：

1.转口贸易比重显著提升。前 5 个月，我市保税转口贸易

实现进出口额 447.2 亿元，增长 42.1%，占比 23.3%，比去

年同期提高 6.1 个百分点。一般贸易进出口 1016.4 亿元，

下降 6.6%，占比 52.9%，比去年同期下降 6.5 个百分点。

加工贸易进出口 436.1 亿元，增长 5%，占比 22.7%，与去

年同期持平。

2.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保持增长。前 5 个月，国有企业进

出口 214.6 亿元，增长 16.7%，占比 11.2%，比去年同期提

高 1.2 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进出口 646.2 亿元，增长 11.1%，

占比 33.7%，比去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出

口 1055.8 亿元，下降 0.4%，占比 55%，比去年同期下降 3.2

个百分点。

3.船舶产品拉动出口增长。前 5 个月，机电产品、石化产

品强势拉动我市出口增长。其中船舶出口 98.3 亿元，增长

58.7%，占大连市外贸出口总值的 10.1%。同期，保税期货

原油转口快速发展，共出口保税原油 65.8 亿元，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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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口记录。船舶和原油拉高大连市外贸出口增长 12 个百

分点。

4.石化产品下拉进口增速。前 5 个月，全市原油进口 434.8

亿元，下降 6.8%，占比 46.1%；环烃进口 47.3 亿元，下降

31.8%，占比 5%；成品油进口 30.2 亿元，下降 63.7%，占

比 3.2%。同期，冻鱼进口 33.3 亿元，增长 15.1%；杂环化

合物进口 24.2 亿元，增长 129.4%；铁矿砂进口 20.5 亿元，

下降 8.2%；抗菌素进口 18.1 亿元，增长 293.2%；半导体

制造设备进口 16 亿元，增长 211.5%；飞机进口 13.9 亿元，

同期无进口。

5.新兴市场保持强劲势头。前 5 个月，我市对马来西亚进

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进出口实现 218.7 亿元，同比增

长 27.5%，继续保持我市第二大贸易伙伴。传统市场方面，

对日本进出口 299.5 亿元，增长 4.2%；对韩国进出口 200.4

亿元，增长 19.3%；对沙特进出口 125.4 亿元，下降 21.2%。

（来源：大连商务）

【协会动态】

 六月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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