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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首

届中国—拉共体法治论坛在上海举行。

论坛上，来自中国和阿根廷、巴哈马、巴

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格

林纳达、洪都拉斯、牙买加等 17 个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国家的法学法律界人

士，以“深化中国—拉共体法治合作，助力

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为主题开展对话

交流。

论坛上，与会嘉宾表示，法治合作是

中国和拉美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是拉共

体各成员国的共同愿望。各国法学法律

界应持续深化法治交流合作，推动落实好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

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贡献法

治力量。

提 升 数 字 领 域 法 治
合作水平，引导科技向善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迅猛发展，

国际间数字、科技等领域法治合作变得尤

为重要。

对此，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王洪祥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面

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中拉法学法律界要发挥法治在

引导科技向善和造福人类方面的积极作

用，在坚持多边主义、坚守公平正义、统筹

发展和安全基础上，积极参与数字化、绿

色化等国际经贸新领域规则制定，加强人

工智能国际治理合作，共同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服务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法治合作对于促进技术转型和研发

投资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制定清晰有效

的协议，对知识产权、数据保护和网络安

全等进行规范。”古巴司法部发展司司长

达尼亚·里维拉·罗德里格斯表示，“通过

一个坚实的法律框架，我们可以分享促进

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知识、经验和最佳

做法。”

“在立法的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因素有

很多，比如国家产业发展成熟度、所面临

的威胁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球网络

安全与隐私保护高级法律总监黄莎莎表

示，从企业的角度建议，立法应该更好平

衡产业与治理的诉求，平衡安全与发展的

诉求。

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黄海瑛说，保

障数据质量与安全，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防止数据在跨境传输中被泄露和

被滥用，对当前提升数字赋能的跨境法律

服务十分重要。

完 善 国 际 经 贸 投 资
规则，实现互利共赢

法治在加强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为经贸合作提供稳

定、公正和透明的环境。

在论坛闭幕式上，中国法学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鸣起宣读了《首届

中国—拉共体法治论坛上海宣言》。其中

提出：“中拉法学法律界，加强双边或多边

框架内贸易投资领域法治合作，围绕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优化，经贸

合作提质升级，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等方面

的法治保障展开前瞻性、系统性研究，推

动打造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投资和

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合作高质量发

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室主

任、研究员王海峰认为，目前全球经贸治

理存在多元化发展趋势：一是主体多元化

趋势，例如非政府组织对于全球经贸治理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是治理路径多样

化趋势。目前，除正式的政府间条约、协

定以外，非正式惯例、非正式制度安排在

全球经贸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因

此，在国际经贸治理中要重视国际软法的

作用。

去年，中国和尼加拉瓜签署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

更好法律保障。对此，尼加拉瓜国家律

政 总 署 名 誉 署 长 马 隆·阿 尔 韦 托·莫 雷

拉·伊瓦拉说，尼加拉瓜法律为中国企业

家投资该国提供了全面的便利和激励措

施，并通过制定灵活的规章制度，促进两

国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实现互利共赢的商

业交流。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私法研

究会会长黄进表示，创新与完善国际经贸

规则，既要坚持现有规则和机制的守正，

又要推进在现有规则和机制基础上的创

新；既要强化双边机制，又要拓展多边机

制；既要重视国际条约的功能，又要注意

发挥国际惯例的作用；既要利用具有法律

效力的硬法，又要善于使用不具有法律效

力、但灵活设置规则的软法；既要优化传

统的贸易规则，又要强化投资、知识产权、

金融、税收等领域的规则。

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元

春介绍，上海财经大学积极响应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发挥学校在法学领域的专

业优势，专门设立了中国—拉美法律研究

中心（上海），聚焦中拉经贸合作的法律问

题，如投资保护、贸易争端解决、国际仲裁

等开展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

深化中拉司法交流，
促进争端多元解决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拉司法机关

的合作交流也日益广泛、深入、务实。”在

论坛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贾宇表示，为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司法需求，近年来上海法院加强涉外司法

审判工作，为助力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

开放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持续完善涉

外商事审判机制，积极探索跨境破产审判

改革等。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显

著增长，企业之间的经贸法律争端不可避

免。对此，仲裁和其他替代性争端解决方

式就显得十分必要。”哥斯达黎加律师协

会法律顾问胡安·路易斯·莱昂表示，随着

中国和拉美的合作日益增加，我们希望通

过更加公正的仲裁，解决中国和拉美经贸

合作方面的争端，为各方提供法律支持。

“ 中 国 和 拉 共 体 在 国 际 秩 序 和 全 球

事务中存在广泛的价值共识。”上海市法

学会党组书记、会长姜平说，上海法学法

律工作者愿与更多的拉共体同行们进行

互动交流，加强沟通协商，积极参与国际

规则的制定，提升在国际法治领域的话

语权，倡导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

治实践，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秩序。

深化法治交流合作  助力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
——首届中国—拉共体法治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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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身 零 排 放 、全 自

动码头——福建厦门远

海集装箱码头，智能化

桥吊、龙门吊等大型装

卸设备林立，无人驾驶

集卡有序穿梭。

14 号泊位上，远渡

重洋而来的国际货轮缓

缓停靠，工作人员从货

轮上拖出两根电缆，接

到码头边岸电系统的高

压接电箱上，推上闸刀，

岸电取代了船上的燃油

发电，开始向货轮供电，

从前的汽油味和轰鸣声

不见了。

以 往 船 舶 靠 港 期

间，都是用自带燃油系

统发电，燃油消耗量大、

油品质量较低，是港区

废气排放的主要来源。

有了岸电系统，船舶靠

港后，可关闭船上的辅

助柴油发电机，转而使

用 岸 电 接 驳 供 电 。 同

时，岸电使用时可减少

机器轰鸣的噪声干扰，

改 善 船 员 的 生 活 工 作

环境。

“这是福建省首个

集装箱船舶高压岸电项

目，2016 年正式投运。”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营销

部副主任张俊介绍，该

项 目 设 计 供 电 容 量

3000 千瓦，可为 10 万吨

级及以下的大型集装箱

船舶供电，每年可减少燃油消耗约

300 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951 吨、

硫化物和氮氧化物 4.8 吨。

试点项目成功实施，加之有力

的政策支持，岸电建设的“朋友圈”

迅速扩容。

2017 年，《厦门市靠港船舶使

用岸电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明确

港口岸电供电服务费标准由港口

岸电供电服务企业制订并公示，对

于已交工验收的港口或船舶岸电

项目给予奖励。政策出台后，累计

发放市级奖励资金 1911.8 万元，带

动岸电建设项目投资额超 2 亿元，

为岸电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

保障，有力推动厦门港实现岸电建

设邮轮、客运码头全覆盖，集装箱、

客滚码头基本覆盖。

今 年 7 月 ，厦 门 市

实 施 新 一 轮 港 口 岸 电

扶 持 政 策 ，采 取“ 以 奖

代 补 ”的 方 式 ，促 进 岸

电 设 施 建 设 使 用 。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厦门

经 济 特 区 船 舶 污 染 防

治 条 例》，明 确 提 出 推

动 港 口 岸 电 建 设 和 使

用的多项举措。

“ 去 年 以 来 ，我 们

走 访 了 多 家 码 头 和 航

企，详细收集分析船舶

岸 电 使 用 的 深 层 次 难

点与堵点，推动船舶污

染防治条例发布实施，

通 过 立 法 形 式 推 出 船

舶 使 用 岸 电 促 进 举

措 。”厦 门 海 事 局 危 管

防 污 处 四 级 主 任 科 员

李筱莎介绍，海事部门

还 推 动 厦 门 市 出 台 奖

励政策，降低岸电使用

成本，同时加强对岸电

使用情况的现场监管，

督 促 靠 港 船 舶 岸 电 应

接尽接。2024 年 1 至 10
月，厦门港靠港船舶岸

电使用量达 810 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 112%。

国际邮轮“地中海

号”靠泊厦门国际邮轮

母港期间，连接岸电时

长超 73 小时、用电超 21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约 1200 吨，创全

国单艘次国际邮轮供电时间和供

电量纪录。

今年以来，厦门邮轮旅游迎来

强劲复苏。“厦门海事局积极推进

靠港邮轮使用岸电，岸电使用量较

去年增长 10.6 倍，促进厦门港绿色

低碳发展，有效提升厦门湾空气质

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保护碧海

蓝天，同时激活了邮轮绿色发展动

能，让邮轮经济‘热起来’，引领海

上绿色低碳出行新风尚。”李筱莎

介绍。

站 在 港 口 向 外 远 眺 ，大 海 蔚

蓝、白鹭翻飞。放眼厦门港，越来

越多的绿色设备，使码头从碳排放

大户，转变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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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结硕果，离不开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以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流主流银行为定位，主动融入

和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金融活水加速

流向实体经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贡献金融力量。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人员以直播带货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人员以直播带货

形式支持恩施富硒茶销售形式支持恩施富硒茶销售，，让让““小茶叶小茶叶””成为支成为支

持乡村全面振兴的持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叶致富叶””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以金融支持助推南水北调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以金融支持助推南水北调

水源区所在地实现高水平保护水源区所在地实现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图为图为

丹江口大坝丹江口大坝

··广告广告··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

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面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创新科技金融服务，赋

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分布式光伏面板在田园民居间错落有致，在

冬日暖阳照射下散发熠熠光芒。为更好支持黄冈资源节约高效循环利用

和绿色能源体系建设，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立足当地自然资源禀赋，组建

项目工作专班，制定专属内部联贷授信方案 ,为湖北阳骏 280 兆瓦户用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提供超 6 亿元贷款，金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不

断提升。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今年 10 月，中国银行

湖北省分行联合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成立目标总额 100 亿元的华中地区首单 AIC 股权投资基金，重点

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人工智能及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成为助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又一生动实践。

作为长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有大行，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深

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专项行

动方案等科技金融发展一揽子行动方案，支持湖北做大做强“51020”现

代产业集群，为光电子、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北

斗五大突破性优势产业和九大新兴特色产业提供金融支持。2022 年以

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科技金融贷款新增超 550 亿元、增幅超 160%，战

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新增超 490 亿元、增幅超 240%。

践行绿色金融理念践行绿色金融理念    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

湖北依水而生、因水而兴，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也是三峡工程

库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所在地。服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战略导向，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践行绿色金融理念，守护绿水青山。

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保护、治污减排等方面，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通

过抵押贷、信用贷、绿色债券等多种方式，为当地企业融资 3.25 亿元，帮助

解决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惠及 22.12 万城乡居民。如今，丹江口库区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作为国有大行，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始终坚持服务大局。从三峡工程

破土兴建开始，无论是工资发放，还是外汇贷款、绿色信贷等，中国银行的

金融服务始终陪伴着三峡发展。2022 年以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为三

峡集团旗下白鹤滩水电站、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累计投放绿色信贷

近 300 亿元，为绿色电能输送提供金融支持。

在服务武汉绿色轨道交通、绿色产业园区、绿色能源、环保等领域发展

方面，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也展现责任担当，发挥专业优势，打造“中银绿

色+”绿色金融品牌，为绿色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截至今年 11 月末，中国银

行湖北省分行绿色信贷余额超 1500 亿元，两年内实现余额翻番，为湖北绿

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深耕普惠金融领域深耕普惠金融领域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走 田 埂 、入 农 户 、问 民 情 ，谋 思 路 、争 项 目 、强 支 持 ……在潜江市渔

洋镇双马村，中国银行潜江分行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田园，成为中国银行

湖北省分行深耕普惠金融领域的一个缩影。中国银行潜江分行驻村工作

队当好中国银行与驻村点的联络人，围绕乡村治理、环境改善、产业提升等

工作，不断引入各类金融资源，为当地特色产业和农户提供支持。

在湖北万众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利川红”茶叶加工厂房内，机器轰

鸣。今年茶叶收购期间，天气良好，茶叶长势喜人。为更好支持企业生产，

中国银行恩施利川支行灵活运用担保政策为茶企提供增信，迅速向其发放

1000 万元普惠贷款。同时，还借助直播带货的形式，帮助企业及周边村民

销售富硒茶叶，让“小茶叶”成为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叶”。

随着湖北“强县工程”深入推进，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金融服务的足迹

越来越广，立足县域特色，优化涉农金融供给，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与业

务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为描绘和美画卷提笔上色。截至今年 11
月末，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涉农贷款余额超 710 亿元，新增近 220 亿元，增

速达 43.88%。

本报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丁雅

诵）日前，教育部完成 2024 年度职业教育

专业目录增补工作，共增设 40 个新专业，

其中，中职专业 3 个、高职专科专业 20 个、

职业本科专业 17 个，增设数量是自 2021
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最多

的一次。

记者了解到，此次职业教育专业增补

聚焦支撑国家战略需求，增设电子信息材

料应用技术、航空复合材料智造工程技

术、航天装备精密制造技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关专业；聚焦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增设营养配餐服务、眼镜造

型设计与工艺、玩具设计与制作等专业；

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增设现代工业清

洗技术、装配化装修技术、数字时尚设计

等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专业；聚焦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增设乡村治理技术、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应用技术、茶叶生产与应用技术

等专业。

据悉，近年来，教育部动态管理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每年组织开展新专业增补

工作，近 3 年累计增设 85 个专业。本次增

设专业后，职业教育设置的专业总数达到

1434 个 ，涉 及 19 个 专 业 大 类 、97 个 专 业

类 ，中 职 专 业 365 个 、高 职 专 科 专 业 771
个、职业本科专业 298 个，基本覆盖国民经

济各个领域。

教育部增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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