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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进入了加速演变期，地
缘政治危机、新冠疫情、中美贸易冲
突等不确定因素和挑战不断增多，在
此背景下，讨论全球经贸摩擦治理展
望和倡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贸易摩擦对经济全球化
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严峻的挑战，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副局长王
新在此次论坛上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他表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和稳定可预期的全
球经济治理机制，仍是长远发展的
必由之路。供应链的进一步区域
化、短链化是新趋势，但商业竞争
的基本逻辑没有根本改变，强行要
求供应链回归本土是违背经济逻
辑的。消费者仍会继续寻求更自
由价廉的产品，成本高昂的企业最
终会被市场力量淘汰。面对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的风浪和逆流，我们
既要立足当下，与破坏国际秩序和
国际规则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作
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着眼未来，
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
利益。

如何看待和应对愈演愈烈的
经贸摩擦？国际律师协会调解委
员会前主席 Jalal El Ahdab 表示，最
近的贸易争端和摩擦带给许多国
家挑战的同时，也意味着机会。可
以重点关注如何更好地解决冲突

和摩擦，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例如，中国近年来和许多合作伙伴
签署了重要的贸易协定，开展了多
项海外运营项目，充分利用合作框
架来解决一些国际贸易中的争端。

Van Bael & Bellis 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 Jean-Fran ois Bellis 对
此观点表示认同，当前，世界贸易
体系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对世界
贸易体系的打击来源于美国，也来
源于美欧对于全球变暖和绿色转
型的需求、保护主义倾向的规则和
政策等，各方要付出极大努力，寻
求在一个开放、可预测性的世界贸
易体系中找到平衡。

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驻布鲁
塞尔分所合伙人 Renato Antonini
表示，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
俄乌冲突，都是世界性、持续性的
挑战。我们需要准备好大量的贸
易救济、应对措施，去解决可能发
生的问题。同时，多与其他国家寻
求合作，签署多边协议，遏制单边
行为的出现。

出口管制是全球经贸摩擦应对
过程中的重要措施。商务部产业安
全与进出口管制局二级巡视员孙健
表示，多年来，我国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出
口管制体系，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2020 年，我国颁布首部《出口管制
法》，确立了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并广泛采取了国际通行的许可证管
理，不断优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营商
环境。逐步健全权责统一、权威高
效的出口管制执法制度，有效打击
出口管制违法活动。成功的出口管
制有赖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在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出口管制体
系。在企业层面，要进一步提升合规
意识和合规能力。在社会层面，商协
会、专业的研究机构和服务机构要发
挥积极作用，共同构建良好生态。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
所主任律师傅东辉谈到对新贸易规
则的期待：“贸易自由化强调的是竞
争和自由，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
合作与共赢。当下，全球都在期待
着一个经贸摩擦治理新秩序的建
立。我们可以凭借已经深入人心的
现有贸易规则，补充新的理念和目
标，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推动
全球经贸摩擦治理前行。”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廖
诗评聚焦“涉疆法案”，探讨该法案
存在的问题以及实施方面的缺陷，
并针对企业自身情况提出相应出
口策略和处理方式，也对政府、工
商界更宏观、系统地参与应对提出
了意见建议。

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
摩擦形势，中国贸促会做了一系列
工作。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二

级巡视员李薇介绍说，习近平主席
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 70 周年大
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的
讲话为贸促法律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70 年来，
中国贸促会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
域，提升法律服务手段，充分动员
全球资源，共建法律交流合作平
台，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发
挥积极作用，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
续发展贡献力量。

在会议闭幕式上，厦门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厦门市海丝中央
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李伟华表示，本次论坛是在全
国上下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大背景下举办的一次
重要论坛，论坛主题鲜明、实战性
强、科技味浓，为进一步推进海丝
中央法务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
参考和实践指导。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部长、
争端解决组织秘书长刘超表示，在
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导下，本次法律
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又一项具体行动，有关政府机
构、国际组织、工商界和法律界等
各界代表，围绕“共建高端法律服
务聚集区，助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
展”深入研讨，广泛汇聚共识，为进
一步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
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

各界携手共推全球经贸摩擦治理前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知识产
权保护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在全球贸
易投资促进峰会法律论坛平行论坛上，中国贸促
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所长龙传红表示，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加强知识产权法治
保障，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极大的推动作
用。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自1957年开办涉
外商标代理业务以来，推动、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知
识产权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蓬勃发展。作
为中国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的先行者、开拓者和引
领者，贸促会专商所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立
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级高级法官余
晓汉介绍说，2021年，人民法院审理了大量知识产
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2021 年新收一审、二
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42968件，审结
601544 件，比 2020 年分别上升 22.33%和 14.71%。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共受
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和垄断案件10454件，审结
8355件。全国法院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一审
平均判赔金额较法庭成立前增长147.1%。希望继
续加强审判体系深化改革，推动知识产权工作提
质增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和
表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中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作为知识
产权代理机构，我们要积极地开展工作，助力企业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水平，使之与自身整体的发展
相匹配，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创新作用。帮助企
业建立起知识产权战略性思维，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
权风险防范能力，助力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

在美敦力公司高级总监、大中华区首席知识
产权顾问曲晓阳看来，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保护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随着企业运营模
式越来越具有多样性，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也要
作出相应调整，不断完善，以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海军对企业创
新驱动战略提出了看法。他表示，知识产权在我
国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制度保障
作用。在互联网、大数据不断发展背景下，中企
创新能力正不断提升。中国企业从原来单纯的
制造，转变为主动加强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可以在立法、司法方面进行创新，与国际接
轨，去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行业融合与技术发展
的趋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谈到当前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王承杰表示，在全球化
时代，保护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国际竞争、保护
创新与国际接轨的共同要求。相较于普通纠纷，
知识产权具有较强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纠纷呈
现出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对专业性、
时效性及保密性的要求极高。仲裁具有尊重当事
人意思自治、专家裁判、程序灵活高效、一裁终局、
成本相对较低、遵守保密原则等诸多优势，能够很
好地契合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需求。为了更好地
保护知识产权，更大程度地鼓励创新，应当进一步
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仲裁
优势，助力知识产权创新发展。

结合贸仲的相关工作和实践，王承杰就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出
了未来努力的方向：一是充分利用贸仲已有的经验优势、专家优势，结合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专业性强等特点，努力打造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中国
品牌；二是要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争议解决实务开展深入研究，革
新理念，拥抱技术革新，用创新的方式来保护创新；三是大力推进知识产
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
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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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事争端
预防与解决组织（争端解决组织）
共同主办的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
会法律论坛暨中央法务区建设助
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日前召
开。本届论坛由争端解决组织（厦
门）代表处、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
部、厦门市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承办，共设
北京、厦门两个会场。本次论坛以

“共建高端法律服务聚集区，助力
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聚
焦法律服务聚集区建设、数字经济
治理、知识产权等相关热点话题，
搭建国际交流互动平台，共促全球
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北
京会场出席并致辞，福建省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海丝中央法务区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东川在
厦门会场出席并致辞，国际商事争
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名誉理事长张
月姣发表视频致辞。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柯良栋主持开幕式。

任鸿斌在致辞中表示，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科学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出了全面部署。工商界作为推
动世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主要力
量，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

推动完善国际经贸规则，减少和
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企业创造
平 等 竞 争 、稳 健 发 展 的 有 利 条
件。中国贸促会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发挥开
放窗口和桥梁纽带作用，突出联
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功
能，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
友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月姣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延宕反复、世界经济复苏脆
弱乏力、国际秩序演变深刻复杂的大
背景下，提振全球贸易和投资，推动
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实现可
持续复苏需要各界通力合作和国际
交流。此次会议汇聚众智，融合众
力，通达共识，将是一个良好开端。

罗东川表示，在福建省上下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潮之时，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事
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与海丝中央
法务区联合举办本次法律论坛，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特
别是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
快建设贸易强国，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重大
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下一步，福
建省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迈出新
步伐，努力把海丝中央法务区打造
成为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
通道；要在扩大制度型开放上完善

新的机制，坚持“以商带法、以法促
商”，以高端法务产业吸引优质企
业、优质项目；要在预防和解决国
际经济贸易争端上体现新的作为，
全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商事
海事争端解决优选地；要在发展法
律服务产业上实现新的突破，推动
海丝中央法务区核心法务产业迭
代升级、关联产业互促共赢。

在主旨发言环节，联合国贸易
法委员会秘书长安娜表示，当今世
界各国关系相互依存、紧密联系。
联合国贸法会作为国际贸易法领域
的核心法律机构之一，致力于促进
国际贸易法体系发展现代化，还将
继续与中国贸促会进行交流合作，
共同推进法律和商业融合发展。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会长
奥山尚一表示，近年来，在线交易
迅速发展，很多在线交易涉及到知
识产权纠纷问题，国际保护知识产
权协会基于买卖双方的需求，开展
在线交易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研究，
更好地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比中经贸委员会（ICDPASO监
督委员会成员）主席、中国政府友
谊奖获得者德威特表示，比中经贸
委员会与中国贸促会合作密切，双
方高层进行了多次交流合作，成功
推动很多大型项目落地，还在 2020
年共同推动成立了国际商事争端
预防与解决组织。未来，比中经贸
委员会仍将继续与中国贸促会携

手合作，共同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
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新加坡律政部法律商业司副
司长（国际合作）洪艺菁表示，携手
助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中新
两国带来新的合作契机。健全的
法律框架能够提供一个透明、稳健
的营商环境，确保条约准确执行，
商业争议高效解决。新加坡致力
于拓展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社
会承认的争端解决框架，设立麦士
威国际争议解决中心融合了多元
化争议解决方式，为服务企业提供
多种选择。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厦
门市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王成全表示，在世界
格局、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时代背
景下，高质量建设中央法务区是当
前的重要课题，下一步应以更加宏
大的目标、更加开放的理念、更加
明晰的思路、更加广阔的视野、更
加健全的机制，进一步加强法务区
建设，更好地服务推动高质量发
展，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本次法律论坛发布了中国贸
促会“一带一路”国别法律研究丛
书（第二批40个国别）最新成果，并
举行了国际调解署调解员培训（中
国厦门站）启动仪式。论坛采取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有关政
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中外
嘉宾两地现场参会。

搭建商事法律服务平台搭建商事法律服务平台 在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法律论坛暨中央法务区建设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召开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钱颜

编者按：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交织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性问题加剧，经济、贸易复苏乏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如何通过跨境法律
服务护航中国企业海外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摆在工商界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贸促会主动担当作为，与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
组织共同举办了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法律论坛暨中央法务区建设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探讨搭建商事法律服务平台、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携
手应对全球经贸摩擦等议题，吸引了国内外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