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促要闻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8年4月

3
星期二

今日八版 总第4788期

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
国外代号：
邮发代号：

CN11－0015
D1110
1－79

胸 怀 祖 国 奉 献 贸 促 笃 行 担 当 追 求 卓 越

出版单位：中国贸易报社 社长：徐延波 总编辑：许素亭 总编室：010-84541820 邮箱：maoyibao1@163.com 零售价：2元 全年定价：180元 本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静安西街2号 邮政编码：10002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14号 广告热线：010－64667729 发行热线：010-64667797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赵继明 赵继云 律师
电话：010-62684388

编辑：张伟伦 联系电话：010-64664888-2041
制版：张 迪 E-mail:maoyibao1@163.com

◆中贸时评

“纳米比亚是个地广人稀的国
家，人口虽然不多，只有 250 万左
右，但我们依然带来了一个庞大的
经贸代表团。我相信在今天的会场
中，我们纳米比亚人还真不算少，可
以说是主力。”纳米比亚总统哈格·
根哥布的这番话表达了这个正在发
展的非洲国家寻求更多合作的渴
望。随后在这位总统的提名下，纳
方政府各重要部门相继起立介绍本
部门职责，纳米比亚各领域、各行业
企业代表相继从座位上站起，向在
座的中国企业示意⋯⋯

这一幕发生于3月29日在钓鱼
台国宾馆举办的中国—纳米比亚经
贸论坛上。此次论坛是纳米比亚总
统根哥布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的一项重要配套活动，旨在为两国
工商界人士搭建交流平台，为促进
两国贸易与投资创造更多机遇。

交往密切 共寻商机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格·

根哥布曾 5 次到访中国。“过去几
年，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取得了巨
大成就。此次我受邀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倍感荣幸，也十分珍惜这次
机会。”根哥布总统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具有贡献性
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许多行业都已处于领先地位。中
纳两国有着和平友好的历史，相信
在两国高层的引领下，中纳两国将
会取得更多成就。

“纳米比亚是一个逐梦的国家，
我们也懂得如何去实现梦想。”根哥
布总统十分欢迎中国企业来纳投资
兴业、生根发芽，并表示，纳方愿为
更多中企创造更多优惠与便利的营
商环境，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记者从纳米比亚主管贸易与
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部长方面获
悉，纳米比亚正致力于加强增长和
经济多样化，未来纳米比亚将在原
有支柱产业——矿业、渔业和农牧
业基础上进行拓展，包括增加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提高农业现代化水
平、建设完整的矿业价值链、改善
自然资源的增值和发展旅游业等。

纳米比亚正在寻求与更多中
国 企 业 合 作 。 纳 方 对 此 高 度 重
视，中国官方也正在大力支持，并
努力促成。“这次论坛恰逢中纳两
国重要历史时期，必将为推动两
国经贸合作发挥重要意义。”中国
驻纳米比亚大使张益明在论坛致
辞中表示。

“中国与纳米比亚友谊源远流
长，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
高层交往密切。纳米比亚现在最
急需在矿业、农业现代化、新能源、
制造业和旅游业等领域寻求更多
大合作。”张益明认为，纳米比亚自
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中国
与纳米比亚合作潜力巨大。

据介绍，中纳两国在经贸领域
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纳两国
建交28年，截至目前中国对纳各类
投资已累计 55 亿美元，涵盖港口、

公路、机场、医院和学校等各类基础
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纳经济发
展作出了大量贡献。“相信在座的很
多企业家代表都是这些成就的亲历
者和参与者。”张益明说。

合作务实 前景可期

参与此次论坛的中纳企业表
现踊跃，他们更是中纳两国经贸合
作的重要依托。与其它经贸论坛不
同的是，本次论坛上纳米比亚方面
特意要求两国企业家和相关人士穿
插而坐，利于两国代表交流。这也
更加体现了纳方此行的重要初衷。

“纳米比亚是正在寻求发展机
会的非洲国家，希望更多中国企业
走进这片土地。”坐在记者身旁的纳
米比亚震动咨询商务推广专员尓
文·史密斯表示，虽然现在中国客户
不多，但相信在两国今后的交流互
动中，更多企业会看到纳米比亚的
优势。

（下转第2版）

近日，中国贸促会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主
办方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与世界商会联合
会（WCF）表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定于 4
月 12日在北京举办，论坛重在宣介“一带一路”理
念，加强政商对话、促进中外联动、凝聚合作共
识。届时论坛将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相关国际
组织、产学研商各界人士，聚焦跨境资本流动、电
子商务发展、地方合作和第三方市场拓展等重要
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据介绍，本次论坛是贯彻落实 2017 年 5 月首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一项重要
后续活动，以“释放潜能，共享未来”为主题，契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趋势，设置资金融通、贸易畅
通等多个议题，由开幕式、特别致辞、全体会议、专
题研讨、企业对接交流等环节组成。围绕主题和
议题，论坛研讨话题包括“一带一路”产业投资机
遇、贸易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
金融合作与创新、风险防范与争议解决等。这些
议题彼此关联，契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点
领域，也体现了全球工商界的共同关注。

本次论坛得到了相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参与
范围广，规模大，层次高，中外工商界人士报名十
分踊跃。据最新统计，预计参会总人数将超过600
人，境外参会者接近三分之二。与会人员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部分国际
组织代表。例如，世界商会联合会主席彼得·米霍
克、南非非国大经济发展论坛主席斯沃纳普尔等
将出席论坛。

活动内容丰富，着眼务实合作。4 月 10 日至
11日，中国国际商会将承办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
合会执行委员会 2018 年春季会议和理事会 2018
年春季会议。中国国际商会还将举办丝绸之路商
务理事会、地方商协会与世界商会联合会对话会，
促进三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论坛期间，还将举办中国国际商会与世
界商会联合会签约仪式、保利之夜、大唐之夜、阿
里之夜等活动。这些活动将有助于深化中外工商
机构和企业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释放潜能

共享未来

—
—

﹃
一带一路

﹄
贸易投资论坛

4

月

12

日在京举办

■本报记者

孙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年来，
中国与参与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
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基础设施联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
均结出了丰硕的早期收获成果。“一
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充
分发挥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民
间促进的作用。作为经济发展的生
力军，工商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而作为
组织者、引领者的贸促会，作用更是
不可或缺。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初步
完成规划和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
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更
需要贸促会凝聚更多工商界共识，
形成更大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向更高水平、更广空间迈进。

凝聚共识，形成建设合力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理念已
经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工商界的认
可，但仍存在一些疑虑或误解，甚至
不排除个别别有用心的歪曲。作为
一个与世界各国工商界建立了长期
广泛联系、打造了巨大国际公信力

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中国贸促会
有责任、有能力、有渠道，借助经贸
活动、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以及各
种媒体，大力弘扬“一带一路”的内
涵、理念和成就，引导各国工商界
正确认知，凝聚共识，筑牢民意根
基，进而推动各国实现战略规划、
政策、标准协调与对接，动员更多
企业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政
府推动、民间促进、企业参与的良
性互动格局。

牵手政商，挖掘代言潜力

借助四位一体的独特身份和
亦官亦民的灵活机制，近年来贸促
会牵手政商，深入调研，广泛了解
并及时反映企业诉求，研提政策建
议，为国家丰富和完善经贸战略与
政策法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借
助 国 际 商 会 等 国 际 组 织 和 B20、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等机制或平
台，充分表达我国工商界在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等方面的建议，积极推动构
建更加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
贸投资规则体系。

在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
深化改革方案的新形势下，围绕“一
带一路”建设这一统领，贸促会代言
工商具有巨大潜力，并有待深入挖
掘：一是进一步深入开展企业调研，
及时反映国内工商界的诉求与呼
声，助力我国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
环境；二是充分发挥驻外代表处的
作用，研究分析国外营商环境，及时
反映我国企业在东道国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三是借
助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
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反映工商界
呼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不断完善，
推动构建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

创新服务，促企业国际化发展

长期以来，贸促会一直担当着
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引领者、服务
者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是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
措，围绕这一核心任务拓展平台、
创新服务，贸促会大有可为：一是
围绕企业国际化发展开展人才培
训。根据不同需求，人才培训有长

短期之分。新的经贸政策法规出
台，国际化专业化合作项目推进
等，都需要进行短期培训；外语人
才、法律人才、企业高级国际化经
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当前急
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
法律、经贸等专业人才培养，则需要
长期培训。培训方式也可灵活多
样，与国际组织、专业机构、著名高
校、大型企业开展联合培训等方式
有待拓展。二是提供国际市场信
息。国际市场信息向来是企业国际
化发展的稀缺资源，尤其是那些及
时、准确的贸易投资及经济技术合
作信息，非一般商业机构所能提
供。充分发挥贸促会遍布全球的多
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及自身国际化资
源优势，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信息
服务，仍有巨大潜力。三是组织各
种经贸活动。贸促会是组织举办国
际工商峰会、大型展会、专业论坛会
议、项目洽谈会、团组出访等各类经
贸活动的行家里手，成就卓著。对
此，贸促会仍需发挥优势，讲求实
效，精准发力，有效促进项目对接、
订单签署，做实“一带一路”建设。

对口合作，为企业走出去护航

在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专利
商标以及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
贸促会长期耕耘，成就非凡，早已
奠 定 国 内 翘 楚 、国 际 知 名 地 位 。
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文
化不同，政局政策变动频繁，存在
较 大 政 治 、法 律 、文 化 及 商 业 风
险。贸促会应加强与沿线国家对
口机构和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合
作，打造机制化、常态化多双边商
事法律合作平台，完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深化与有关国家仲
裁、调解机构的合作，推动发起设
立“ 一 带 一 路 ”国 际 争 端 解 决 组
织，联合开展风险预警，强化法律
顾问、法律咨询、海损理算、敦促
履约等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拓展
知识产权代理、咨询等服务，为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
保障；更需国际商会发挥行业规
范和协调作用，引导企业开展属
地化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减少恶
性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和谐共赢
的国际环境。

中纳共逐梦 合作迎机遇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凝聚工商界共识 为“一带一路”加码
■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英奎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3月份，制造业PMI
为51.5%，高于上月1.2个百分点，升至一季度高点，制造业扩张提速，呈现稳中有升态势。3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
动指数为54.6%，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总体延续平稳较快的运行格局。图为江苏连云港市开发区，工
人在碳纤维生产线上紧张忙碌。 中新社发 耿玉和 摄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会
长姜增伟率代表团在拉巴特出席
中国—摩洛哥经贸论坛。摩洛哥
企业联合会副总会长麦库阿尔、摩
洛哥能源、矿业和可持续发展部秘
书长哈非迪、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
立等出席论坛。

姜增伟在讲话中指出，中摩关
系友好，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高
度契合，已签署了关于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深
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中摩
企业不断深化在产能、能源、基础设
施、旅游、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合作。
贸促会将与摩方有关机构一道，加
强对双方企业支持与服务，为双边
经贸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麦库阿尔、哈非迪在讲话中指
出，摩洛哥具有区位、人力资源等

优势，与欧美多国签有自贸协定。
近年摩经济稳定增长，政府提出工
业加速计划，为经济带来更多活
力。摩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
华合作，愿与中方加强对接，引进
更多中国投资，支持摩加快工业化
和经济多元化进程。

会议期间，姜增伟与麦库阿尔
代表两机构签署了关于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的谅解备忘
录。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团组互访、
信息交流、商事法律等方面合作，
推动两国工商界在共建“一带一
路”领域的合作项目。

中国经贸代表团及当地中资
企业代表 50 余人出席了论坛，与
摩洛哥企业家进行了对接洽谈，探
讨了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
项目。 （李泽育）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
伦敦金融城企业圆桌对话会在京
顺利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
伟 、伦 敦 金 融 城 市 长 鲍 满 诚

（Alderman Charles Bowman）出席
对话会并致辞。汇丰银行、花旗银
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怡和保
险顾问集团、中船重工、中国工商
银行、中关村发展集团、摩拜科技
有限公司等共计32家中英企业代
表出席对话会。

张伟在致辞中表示，中英两国
政治关系稳定，经贸合作基础良
好，互补优势明显。2015 年，习近
平主席对英国进行了成功访问，双
方共同揭开了中英关系“黄金序
章”。中国贸促会作为中国最大的
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将通过搭建贸

易投资促进平台、提供全方位经贸
服务、推动政府间政策协调等方式
与英国国际贸易部、伦敦金融城一
道，携手合作、开拓创新，在服务第
三方、贸易担保等领域开展具体而
务实的合作。

鲍满诚在致辞中表示，伦敦金
融城代表团此行8天访问了深圳、
上海、香港、北京4个城市，希望通
过此行加强中国企业对金融城作
为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的信心，促进
两国在创新、创意、金融和专业服
务领域的合作。

中英企业代表分别就保险、金
融科技、初创企业孵化、海外融资
债券、金融市场对接、签证等具体
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对话。

（房硕）

姜增伟出席中国—摩洛哥经贸论坛

张伟出席中国贸促会—伦敦金融城企业圆桌对话会

本报讯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合作（GMS）第六次领导人会
议 3 月 31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闭
幕，会议通过了包括《2022 区域
投资框架》在内的多项成果文件。

当 天 ，与 会 各 国 领 导 人 参
加了闭门会议和大范围会议。
会议通过了共同宣言、《2018—
2022 河内行动计划》和《2022 区
域投资框架》三项成果文件，其
中《2022 区域投资框架》规定了
未来 5 年间的优先项目清单，包
含 227 个投资和技术援助项目，
总金额约 660 亿美元。

本次会议以“发挥 25 年合
作成效，建设可持续、一体化和
繁荣的 GMS”为主题。来自中
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
越南的领导人，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等机构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及相关活动。

据 悉 ，大 湄 公 河 次 区 域 经
济合作第七次领导人会议将于
2021 年在柬埔寨举行。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是由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 6
个国家，即中国、缅甸、老挝、泰
国、柬埔寨、越南共同参与的一
个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立于
1992 年。其宗旨是加强次区域
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
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亚洲开
发银行是该机制的发起者、协调
方和主要筹资方。

同期举行的柬老越发展三
角区第十届峰会也于 3 月 31 日
在河内闭幕。与会领导人同意
扩大柬老越发展三角区合作机
制的覆盖范围，在打击跨境犯
罪 和 保 护 环 境 等 领 域 加 强 合
作，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三国经
济联系的总体规划。

柬 老 越 发 展 三 角 区 成 立
于 1999 年，旨在增强三国间团
结 合 作 ，为 地 区 政 治 安 全 、稳
定、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贡献。

（钟鑫）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会议通过多项成果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