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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中

国首艘自主设计建

造的客箱船“海蓝

鲸”号在山东威海

顺利下水。

“海蓝鲸”号

是中国自主研发、

设计、建造的第一

艘大型客箱船，船

长182.6米，型宽

25.2米，船舶总吨

2万吨以上。

初 阳摄
（人民视觉）

12月6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红河谷国际滑雪场冬季冬捕冰雪之旅正式启动，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狗拉雪爬犁、雪地四驱车以及热

水喷洒等别具特色的冰雪体验活动，黑河迎来新一季冰雪旅游高峰期。图为12月6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游客体验冬季捕鱼的别样乐趣。

张 辉摄（人民视觉）

黑河迎来
冰雪旅游季

据新华社上海12月6日电（记
者潘旭、仇逸）记者从6日在上海举
办的中英基础教育论坛上了解到，
中国是英国第一大海外生源国，英
国又拥有欧洲数量最多的孔子学院
和孔子课堂。

依托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中英双方的教育代表团实现了
多次互访。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介绍，2000
年开始的“中英校际连线”项目，
已经促成了超过70对中英区域伙伴
关系以及超过1000对中英校际合作
伙伴关系；2007年启动的“汉语桥
英国中小学校长访华”项目中，已
有超过500名英国中小学校长通过该
项目对中国中小学进行深度访问。

国办印发《意见》

四举措促进农民增收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到2020年，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

系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更加健全，农民就业
创业政策更加完善，农村资源资产要素活力充分激发，
农村保障政策有力有效，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确保实现农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意见》从四个方面对完善农民增收支持政策提出了

明确要求。一是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二是强化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三是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长效机制。四
是健全困难群体收入保障机制。

张德江与哈萨克斯坦议长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郝亚琳）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6日在人民大会堂与哈萨克斯坦议会
上院议长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张德江说，深化中哈友好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中方愿与哈方一道，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培育新的合作
增长点，巩固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共同打造中哈利益
和命运共同体。

张德江说，中哈立法机关交往密切，已成为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大和哈萨克斯
坦议会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密切合作。一是加大相互政治
支持。二是促进双方务实合作。三是推动两国人文交流。

李克强会见哈萨克斯坦议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郝亚琳）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6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
院议长托卡耶夫。

李克强表示，我前不久访问贵国，受到哈方热情友好
接待，对此表示感谢。当前中哈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产能合作成为两国合作新的增长点。中方愿
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哈方“光明之路”新经济计划更好衔
接，促进共同发展。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为两
国关系发展夯实民意基础，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出当前中国经
济保持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尽管面临困
难和挑战，我们有把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任务，这将为明年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海蓝鲸”下水

“我的膝盖肿了很多年。后来我来这
里治疗，现在肿胀彻底没有了，太感谢
中国医生了。”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
的国立卡图图拉医院，阿玛利娅老人每
周都会到中医科进行针灸治疗。

始建于 1996 年的卡图图拉医院中
医科是中国援助纳米比亚的医疗项目
之一。如今，这个科室有两名医生和
两名护士，平均每月要接待 600 多名
病人。

中国政府12月 6日发表的《中国的
中医药》白皮书显示，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个国家和地区。

从流传几千年的针灸、推拿，到
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抗疟药物青蒿
素，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
表，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
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
积极影响。神奇的中医药，正在成为
世界的瑰宝。

进入国际医药体系

2014年，非洲国家科摩罗疟疾发病
人数与2006年相比下降了98％，并且实
现了疟疾病例零死亡。该国抗击疟疾疫
情的巨大成功要归功于青蒿素。这是历
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使用中国
的创新药物使一个非洲国家快速控制疟
疾流行的成功案例。

青蒿素的成功发现，是中医药宝库
给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也是中医
药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缩影。早在秦汉时
期，中医药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对这
些国家产生重大影响；预防天花的种痘
技术，在明清时期就传遍世界；《本草纲
目》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达尔
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如今，中药正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
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

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
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
律法规，18 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
系。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
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
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有
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4个会员团体，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
251个会员团体。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东
盟、欧盟、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组织
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指出，中医在控制
医疗费用方面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国际
社会十分重视中医药的价值。已经有86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
关于中医药方面合作的协议。

中医药有了国际标准

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
美洲的70多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基本

上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
医务人员总数的10%。中国还在非洲国家
启动建设中国中医中心，在科威特、阿
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马耳他、
纳米比亚等国家还设有专门的中医医疗
队（点）。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在海外支
持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

近年来，中国加强在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非洲国家开展艾滋病、疟疾等疾病
防治，先后派出中医技术人员400余名，
分赴坦桑尼亚、科摩罗、印度尼西亚等
40多个国家。援外医疗队采用中药、针
灸、推拿以及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了不
少疑难重症，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
命，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此外，为促进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
的规范发展，保障安全、有效、合理应
用，中国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
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目前已发布一批
中医药国际标准。在中国推动下，世界
卫生组织将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
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
者王宾、胡喆）国务院新闻办6日发
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 9000 字，除前
言、结束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
分别是中医药的历史发展、中国发
展中医药的政策措施、中医药的传
承与发展、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

白皮书强调，中国发展中医药
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包括：坚持

以人为本，实现中医药成果人民共
享；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医药与
西医药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
中医与西医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
自优势；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
一，既保持特色优势又积极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坚持统筹兼顾，推进
中医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
政府扶持、各方参与，共同促进中
医药事业发展。

《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发布
新闻链接���

图为立陶宛中医丹纽斯（右）为患者诊断。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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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日是否

应该赋予中国商

品、产业以市场

经济地位待遇？

这本是一件

清楚、明白、简

单的事情。在

《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议定书》第15条中，（a）、

（d）两项已经就此作出明确的无

条件规定：“无论如何，（a）项

（ⅱ）目的规定应在加入之日后

15年终止。”

换言之，自中国正式“入

世”满15年之日（2016年12月

11日）起，其他成员方都不能

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案中继续

采用“替代国”之类做法，而是

只能采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

或成本。这实质上就等于是中国

在这些成员方国内市场享受市场

经济地位待遇。既然美欧日当年

签署了《议定书》，它们即使不

明确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

都有履行其上述国际承诺的义

务。

进一步审视美欧日西方国

家，此前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的理由，自相矛盾之处比比

皆是，最典型者莫如美国。美国

国内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者，找出的法理依据包括《1930

年关税法》的六条规定——包

括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中国雇

主与雇员谈判工资的自由程

度、中国对合资企业或其他外

国投资的准入程度、中国政府

对经济资源分配的控制程度与

决定价格和产量的程度……但

只要了解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实

际情况，就不难看出拿这些规定来刁难中

国何其荒谬。

以“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为例，中国

已于1996年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

换，近年来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大幅度放

松，要不然一年上万亿美元进口（去年将

近1.7万亿美元）、上亿人次的中国居民出

境、突飞猛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

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都是怎么实

现的？

在政府管制问题上，山姆大叔与其紧

盯中国，不如自省，因为在

“法治”和“监管”的旗号下，

美国公共权力部门对经济生活

的干预程度大大超过中国。须

知奥巴马在任8年，通过法律法

规2.7万多件，每件法律法规都

长篇大论，其中医保法案一部

就有2700多页，批准这部大部

头法规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议

员们没有一人通读过……正是

由于管制过度，现在纽约开个

卖柠檬水的小铺审批流程要65

天，其中食品卫生安全许可就

要5个星期才能办下来。

兑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

遇承诺，不需要太多高深知

识，只需要守信；但有些贸易

保护主义势力不知信义尊严，

只知利害得失。而赖账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显然会有代价。毕

竟中国早已是世界数一数二的

进口市场，且进口增长速度在

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

茅。失去或部分失去这个市场

的代价是什么？对比日本韩国

就不难理解：日本曾经雄踞中

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近30年，

遥遥领先于韩国，但在2013年

被韩国赶超，其结果是韩国人

均GDP从2000年的11948美元

上升至 2013年的 25977美元，

同期日本人均GDP从37292美

元仅微增至38634美元。

不仅如此，抵赖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待遇，西方国家还将

进一步丧失其贸易、政治谈判

承诺的可信度：中国无论是经

济总量还是综合国力都是当今

世界第二，对中国的承诺都能

如此赖账，对其他国家的承诺

岂非更不当回事？丧失这一可信度，将来

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也许不会立竿见

影，但会延续很久时间。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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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宇 邱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