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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艾秀廷、曹楠） 目前，“邯银微贷”累计发放
贷款1.1万笔、42.9亿元，存量贷款1760笔、9.4亿元。5年
多来，“邯银微贷”为近万户小微企业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刻
提供了信贷支持，让它们渡过难关，得以发展壮大，并为
社会创造了5万个就业岗位。

邯郸银行于 2011年初成立了微贷中心，推出了为小微
企业量身打造的贷款业务“邯银微贷”。按照“扫街营销、
挂图作业、上门送贷、不重抵押、等额还款、廉洁高效”
的运作模式，邯银从小微企业多层次实际需要出发，解决
了不同客户融资的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记者李亚红、王思北）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 22 日发布的第 39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其中，手机网民6.95亿，增长率连
续3年超过10％。

“两败俱伤”非良策

频发的贸易保护暗流，让中国受
害严重。那么，中国是否“以牙还
牙”地去打贸易战呢？中国显然没有
这样做，而是加大与有关方面的交涉
力度，深入参与规则谈判，以实际行
动避免“两败俱伤”。

例如，在钢铁及铝制品出口中，
中国积极调研全球市场现状，以专业
数据和产业发展实际回应不实指责，
最终成功地在韩国 H 型钢案、土耳
其无缝钢管反补贴案等多起摩擦中化
解双方分歧，达成妥善解决方案。再
例如，针对中澳在光伏产业的贸易争
端，中方积极推动双方业界开展对
话，最终促使澳方对中国光伏采取无
措施结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沈骥如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技术、
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
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国在国际规则框

架内妥善应对贸易保护而非打“贸易
战”，无疑是对全球化最好的行动支
持。“全球化能帮助各经济体彼此互
补。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不仅在全球
化中获得了发展，更为世界带来了巨
大好处。”他说。

扩大开放利双方

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累计实
施各类援外项目 5000 多个，为发展
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 26 万多名；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
1.7 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
1.2万亿美元；截至 2016年底，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
资 185.5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
位17.7万个……中国积极开放对全球
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见一斑。

“全球化自冷战结束后便开始迅
速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
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开放措
施，从过去单一的对外引资变为如今
的双向开放均衡格局。作为发展中国

家，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十分关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沈骥如表示，大量的实际行动
和经验表明，中国正在由全球化的适
应者、跟随者，向推动者、引领者转
变。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时宣布：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口 8 万亿美元的商品、
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
资总额将达到 7500 亿美元，出境旅
游将达到7亿人次。对此，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赵晋平表
示，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在提高本国人
民福祉的同时，也给各国带来机遇。这
组数据为全球经济注入了信心。

共赢方案受欢迎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随着中国
经济不断强大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
段，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与智慧
变得更受关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亲善大使海宇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达
沃斯的演讲旨在呼吁世界构建长期稳

定的国际秩序，并共同解决好全球经
济领域的问题，其传递的“共赢”理
念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奎
认为，中国倡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全新
的全球化，目标是打造人类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自身价值、
自身利益单方面的输送和扩张。因
此，“中国方案”一经提出，便得到
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相信未来也
会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种主流理
念。

沈骥如说：“无论是‘一带一
路’倡议，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抑或是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各
种共识，这一系列实际行动和成果都
意味着中国在参与全球化时已经从传
统的商品和投资领域，向提供治理机
制、发展理念、金融支持、人才培养
等公共产品转变。这些方案的核心是

‘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有针对
性地回应了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对于贫
富差距、发展失衡等问题的关切，因
此才显示出了巨大的吸引力。”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 《“十三五”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国家知识产权
局副局长甘绍宁在会上指出，“十三
五”时期是中国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
识产权强国迈进的战略机遇期，《规
划》 是深入推进实施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的重要抓手与支撑，有助于
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激励创
新的基本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提供有力保障。

由大到强挑战不少

当前，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知
识产权大国。数据显示，中国在 2015
年已经实现了发明专利申请量100万件
的突破，达到了 110 万件之多，连续 5
年居世界之首，也是世界上首个年度
发明专利申请量突破 100 万件的国家。
此外，2016 年中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突破100万件，是继美国、日本
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国内发明专利拥有
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

但由知识产权大国到知识产权强
国，中国仍面临不少挑战。国家知识
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司长龚亚麟指出，
中国的专利制度正在发挥激励创新的
基本保障作用，但是专利数量与质量
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大概表现为
两方面：一是我们核心专利的数量不
多。二是专利的布局不合理。

“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够严
格、知识产权运用的平台和手段还不
够完备，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
优的问题仍然存在，难以支撑产业的

发展。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
还不够强，知识产权领域的深化改革
还有待推进，存在制约知识产权事业
发展的障碍。”甘绍宁说。

重点规划打出实招

难题虽不少，但中国加快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的决心不会动摇。甘绍宁指
出，为了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路径，把设计图变成施工图，
国家制定了“十三五”知识产权专项规
划，并列入重点规划。这也是知识产权
首次被列入国家的重点专项规划。

据了解，此次 《规划》 突出知识
产权保护和运用的主线，提高了规划
的针对性。甘绍宁表示，我们选取 10
个预期性数量指标，在指标的选取中
突出提高知识产权的质量和效益，突
出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改善知
识产权的环境。

此外，《规划》 强化知识产权重点
环节，提出了 7 项重点工作、4 个重大
专项和9项重大工程，并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部署一些新举措。比如在完
善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方面，要求研
究“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
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要求积
极开展专项行动，加强新领域、新业态、
民生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知识产权制度是各国通行的保护
无形资产、激励创新、鼓励创新的法
律制度，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不仅
需要在国内发力，也需要国际合作。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在“十二
五”时期，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断加强
知识产权国际合作。首先是积极参与
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中国作为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重要的会员国，在知识产
权的发展议程和相
关议题中，积极参
与，主动作为。二
是在知识产权的业
务层面，世界上五
大知识产权局，每
年有定期的会议协
商，中日韩之间也
有定期的会议协商。

同时，《规划》
提出，“十三五”时
期，加强知识产权
国际交流合作，积
极 支 持 创 新 企 业

“走出去”。比如提出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的知识产权
交流合作；《规划》 还提出，研究在境
外使馆派驻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在一
些展会上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法律咨
询服务等。

甘绍宁强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
权保护，不仅仅是吸引外资、对外开
放的需要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也
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要
求。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的同行加强
知识产权的合作，共享发展的经验。
同时，我们也反对不切实际的指责和
滥用知识产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以行动力挺全球化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在全世界反响热

烈。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对于全球化意义、问题、对策等方面的深刻分析和阐述，更是

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专家指出，中国声音收获海内外集体点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一直积极践行经济全球化，不仅自身获得了发展，更为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红

利。更重要的是，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的中国方案，表明

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了施工图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了施工图
本报记者 邱海峰

1月21日，浙江省仙居县
上张乡举办“首届乡村年俗
文化节暨年货大集”活动，
来自该乡脱贫产业的土鸡、
土猪肉、土鸡蛋、薯粉、野
菜、冬笋、雪莲果、索面、
蔬 菜 面 、 番 薯 面 等 土 特 产
品，因其原生态、健康的品
质，深受消费者青睐。图为
上张乡几位村姑在“年俗文
化节”上展示当地土食货。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村姑叫卖
土食货

春节将至，很多人都忙着置办年货。日前，北京市东城区在东花市南里社
区服务中心举行老字号年货大集，北京稻香村、吴裕泰、盛锡福、同升和等23
家老字号企业参加了巡展，这也是老字号进社区第一次进行年货主题巡展。
图为社区居民正在稻香村的展位前选购糕点。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老字号年货进社区老字号年货进社区

本报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王观） 中国人民银行 22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6 年，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规模达 36.1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4.2%，增速较上年降低 42.4个百分点。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32.2
万亿元，同比增长53.8%。

去年发行各类债券36.1万亿

“邯银微贷”助推小微企业发展“邯银微贷”助推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北京1月 22日电 （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22日，中
铁总所属三大铁路局与四大煤炭企业、
五大发电集团共同签订煤炭运输铁路互
保协议，标志着煤炭、铁路、电力产运
需三方战略合作融合发展实现新的突
破，对于保障电煤稳定供应、促进国民
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铁总总部，中铁总所属的北
京、太原、西安铁路局分别与神华集
团、中煤能源集团、阳泉煤业集团、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四大煤炭企业，华能、
大唐、华电、国电、国电投五大发电集
团，共同签订了 2017年煤炭中长协产运
需三方铁路运输互保协议。

据中铁总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本
次协议的签订，实现了煤炭运输需求与
铁路运力资源的高效对接，有利于更好

地发挥铁路运输成本低、效率高、安全稳定、绿色环保的
优势，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运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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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1月22日电（高颖、王香香） 据江苏南京检
验检疫局统计，2016 年南京地区进口服装 440 批，货物总
值为 561.4 万美元；较 2015 年同期相比，进口批次和金额
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中批次增长 37.1%，金额增长
44.1%。

江苏南京口岸每年要从日本、美国、英国、韩国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服装。2016 年南京地区进口服
装批次增幅较大，检验检疫局的抽检量也相应加大。全
年抽检比率达到62.5%，检出不合格产品32批次，其中质量
安全不合格 14批次，占不合格总批次的 44%。质量安全不
合格批次中，纤维含量不合格是主因，约占93%。

南京口岸严把服装质量检验关

三峡库区脐橙加工忙
农历“小年”过后，位于三峡库区内的“中国脐橙之

乡”湖北省秭归县迎来脐橙加工销售高峰。当地脐橙加工
企业忙着清洗、分级、包装和销售脐橙，供应春节市场。
图为工人在秭归县一家脐橙加工企业分拣脐橙鲜果。

王辉富摄 （人民视觉）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近7亿

蒋跃新作 （新华社发）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