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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圣 地 亚 哥 11 月 23 日 电
以“媒体携手助力中拉务实合作”为

主题的首届中拉媒体领袖峰会 22 日至
23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与会代
表表示，要聚媒体之智、集媒体之力，
推动新时期中国和拉丁美洲、加勒比国
家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
任黄坤明在峰会上发表了 《为促进中拉
友好合作贡献媒体智慧和力量》 的主旨
演讲，希望媒体多传播习近平主席访问
包含的重要信息，多介绍习近平主席访
问形成的重要务实成果。

他就媒体在发展中拉关系中更好地
发挥建设性、促进性作用提出三点倡
议：第一，媒体应成为中拉关系前进的
维护者。中拉媒体都应该牢牢把握中拉
友好、共同发展的大方向，切实担负起
责任和使命，主动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广泛传递共赢理念，积极倡导发展共
识，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汇聚
正能量。第二，媒体应成为中拉务实合
作的推动者。中拉媒体都应该聚焦合作
发展大势，积极设置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的议题话题，努力增加话语共通点，
扩大利益交融点，让真诚友好、开放包
容成为中拉合作的主基调。第三，媒体
应成为中拉友好力量的培育者。中拉媒
体都应该加强策划设计，广泛发起探
讨，举办丰富活动，努力加深中拉人民
对彼此的了解和认同，为发展中拉关系
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和民意氛围。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出席峰会并作主旨
演讲。新华通讯社社长蔡名照、墨西哥
通讯社社长拉莫斯等 20 多位中拉媒体

负责人在峰会上发言。
首届中拉媒体领袖峰会由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经济委员会共同主办，新华通讯社协
办。来自中国和拉丁美洲、加勒比国家
的 100 多家主要媒体负责人共聚一堂，
就媒体如何促进中拉相互了解、友好合
作展开热烈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

新华社圣地亚哥 11 月 23 日电 由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国图书
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承办的 2016 智

利“中国主题图书展销月”活动 23 日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是此次展销
活动重点推荐的图书，展销月还推出

《中国道路与中国梦》《关键词读中国》
《中国文化系列》 等反映当代中国政
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主题图书。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
任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希
望通过本次图书展销月，让更多智利读者
触摸中国文化脉搏，感知中国发展现状，

进一步认识中国、读懂中国。中智两国出
版界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拓展在人文和
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为共同谱写两国友
好合作新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据介绍，此次展销活动在智利最大
的连锁书店“智利书展”举办。这是中
国首次在智利举办中国主题图书展销活
动，标志着中国主题图书进入了智利的
主流销售渠道，既有力推动了中智两国
出版界的交流，更对促进智利社会了解
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拉媒体领袖峰会在智利举行
“中国主题图书展销月”活动在智利圣地亚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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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圣地亚哥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智利安
德列斯·贝洛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智利经济社会
发展高端研讨会”23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隆重召
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智利各研究院、大学和
智库的代表约 60 人与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率领中国专家学者代
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围绕中智两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增进相
互了解、扩大务实合作的机制途径等议题开展交流与
研讨。

智利前总统、智利驻亚太地区特命全权大使爱德
华多·弗雷，智利未来研究中心主席、前教育部长塞
尔希奥·比塔尔，智利外交学院院长、前大使胡安·
索马维亚等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
评价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发展成
就，表示对中智未来合作前景充满期待与信心。

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智利分社的成
立揭牌仪式并发布了“理解中国”系列首部西班牙文图
书 《中国的民主道路》。“理解中国”丛书是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策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统筹实施的重点项目，
目前已出版中文和英文及其他语种版本，本次发布是该
套丛书首次走进拉美。丛书选取国内外读者关注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由各学科的权威专家撰写，旨在从学
术的角度系统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基
本内涵，研究和回答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大问题。

该套丛书引起智利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他们表
示，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智利分社能够成为中智学
术文化交流的桥梁，将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术研
究和智库成果介绍到智利，使智利乃至整个拉美地区更
多更好地了解中国。

中国—智利经济社会
发展高端研讨会召开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23 日在此间发布《世
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称，2015 年，中
国创新者首次在单一年度内提交了超
过 100 万件专利申请，并推动全球专利
申请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国的强劲表
现，还推动世界专利授权量增速、全球
商标申请量增速以及全球商标注册量
增速等均创下近年新高。

根据这份年度旗舰报告，中国的专
利申请量增长率目前位居全球首位，比
2014 年增长 18.7％。虽然中国创新者
向海外提出的专利申请相对较少，约为
4.22 万件，但这一数字在过去 20 年中
保持稳步增长。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报告发布
会上说：“我们再一次看到亚洲作为知识

产权申请活动起源地的主导地位日益增
强。2015 年，中国创新者提交的专利申
请最多，超过 110 万件，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也由此成为首个在单一年度内受理
超过 100 万件申请的主管机构。”

高锐表示，2015 年世界各地的决策
者都在寻求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促使知
识产权申请取得了良好进展。除了中
国继续推动全球专利申请增长外，大多
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利用也都在增加，
这表明知识产权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
越来越重要。

报告显示，2015 年，世界各地的创
新者总计提交了大约 290 万件专利申
请，比 2014 年增长 7.8％，专利保护需
求连续第六年保持增长。中国受理的
专利申请量几乎相当于全球排名第二
至第四位的美国、日本、韩国专利主管

机构受理专利申请的总和。其中，美国
以约 58.9 万件专利申请位居第二，日本
和韩国分别以约 31.8 万件和约 21.3 万
件专利申请分列第三和第四位。计算
机技术在全球已公布的专利申请中占
比最高，约占总数的 7.9％，其次是电气
机械和数字通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称，2015 年，全
世界共授权约 124 万件专利，比 2014 年
增长 5.2％，是自 2012 年以来最高的增
长率。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授权量的增
加。2015 年，中国的专利授权量约为
35.9 万件，超过美国的 29.8 万件，成为
授权量最多的国家。据估算，2015 年
全球有效专利为 1060 万件，其中约四
分之一在美国，其次是日本，中国位居
第三，其有效专利拥有量占全球总量的
近 14％。

报告估算，2015 年全球商标申请共
计 600 万件，按类计为 840 万件，申请
量增长 15.3％，是自 2000 年以来的最
高增长率。其中，中国出现了迄今最多
的商标申请活动，按类计为 283 万件，
增长率高达 27.4％，仅次于日本和意大
利。同时，全球商标注册量约为 440 万
件 ，按 类 计 为 620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26.6％，为 15 年来最高的增长率。

此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去年超
过 87 万件，包含 110 万项外观设计，与
2014 年相比增长了 2.3％，其中与家具
相关的外观设计占所有申请的 9.4％，
其次是服装以及包装和容器。中国收
到的申请中含有近 57 万项外观设计，
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由于中国注册量
的强劲增长，使得全球注册的工业品外
观设计总数增长了 21.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称

中国推动全球专利申请创新高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
11 月 23 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11月 1日至 2日议息会议纪要对
外发布。纪要显示，绝大多数委员认为，

“加息应相对快地到来”，可谓是“鹰啼嘹
亮”，暗示美联储 12月加息几成定局。

相较 9 月份会议纪要，11 月份会议
纪要对美国自 9 月份以来经济状况的评
价更为乐观积极，绝大多数 FOMC 委员
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上、下行
风险“大体平衡”。多位官员表示，美联储
应当在 12 月份加息，以维护美联储的信
誉。

但是，有几位 FOMC 委员认为美国
经济依然存在显著的下行风险，并援引
了多个理由，如中性联邦基金利率的低
值及其接近有效区间下限、外部经济增

速低于预期的可能性、与英国脱欧有关
的持续不确定性、部分国家的金融脆弱
性等。

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美
国劳动力市场在持续改进，未来美国就
业形势较为乐观。相较于对美国劳动力
市场的“看法一致”，美联储官员对美国
未来通胀水平走向的判断仍存在较大分
歧。虽然大多数 FOMC 委员都承认美国
通胀水平最近几个月有所改善，但一些

FOMC 委员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另有
几位 FOMC 委员认为，美国通胀有可能
上涨的比预期快，超过美联储 2%的目标
水平。

纪要未直接提及美国总统大选，不
过少数几位 FOMC 委员称，美国政府的
经济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企业投资周期
正在变短，科技发展可能破坏现有商业
模式，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资本支出计划。

《华尔街日报》点评称，11 月 FOMC

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倾向于在 12
月 13 日至 14 日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强化
了市场和分析人士对于美联储加息时点
的预期。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市场显示，11
月份 FOMC 会议纪要公布前，美联储 12
月份加息概率为 100%，其中加息 25 个
基点的概率为 98%；11 月份 FOMC 会议
纪要公布后，美联储 12 月份加息概率为
100% ，其 中 加 息 25 个 基 点 的 概 率 为
96%。

美联储 11 月份议息会议纪要显示

12 月份加息基本成定局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行日前
发布 《东欧中亚地区经济简报》 指出，东欧中亚地区
经济预计 2016 年温和增长 1.6%，略高于 2015 年的
1.4%，但收入和消费双双下降，有可能减缓这种温和
增速。这一趋势预计会一直持续到 2017 年和 2018 年，
对这两年的增长预测分别为 1.5%和 1.8%。

世界银行东欧中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汉斯·蒂莫
指出：“英国脱欧公投和难民危机考验着欧洲的团结，
该地区东半部仍在竭力适应低油价。整个地区未能开
发新的增长源，致使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加剧，以及
对现存体制产生不信任。”

报告所作调查显示，对经济格局变化的担忧，特
别是缺乏就业安全感，加剧了东欧中亚各国的政治两
极分化。临时性和非全日制工作快速增加，以及数字
化新技术带来的技能需求变化，导致该地区民众担忧
情绪上升。

报告指出，在缺乏强有力政策应对的情况下，目
前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挑战从长期来看很可能会损
害增长和减贫。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政府和社会需要
在新经济时代提供新视角，而不是求助于过去采用过
的解决办法。

世界银行东欧中亚地区副行长西里尔·穆勒表
示：“我们所看到的温和增长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
一步，但还不足以缓解东欧中亚地区人民对经济前景
的担忧。政府可以采取行动伸出援手。例如，政府可
以推广终身学习以帮助人民找到好的工作，也可以提
供幼儿和老人护理，以便提供更多、更灵活的就业选
择。这些措施能够确保就业机会均等，促进整体增
长。”

东欧中亚地区经济温和增长

第九届巴基斯坦国际防务展览和研讨会（简称巴基

斯坦防务展）日前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开幕。由 9 家中国

主要军贸公司组成的“中国防务”国家展团集体亮相。

图为中国防务国家展团展区。 （新华社发）

中国展团亮相巴基斯坦防务展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北京同仁堂
非洲有限公司日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正式开业，为中
医药文化在非洲大陆传播注入新动能。据悉，同仁堂
将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和德班三地共开设 5 家门
店，让更多南非民众有机会体验中医药产品与诊疗
服务。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科技处参赞黄伟表示，此次北
京同仁堂非洲有限公司开业是中医药走入非洲的重要
里程碑。通过南非这一重要支点，同仁堂非洲公司将
促进中医药与非洲传统医药深度融合，让更多非洲人
民更好地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造福非洲人民。

北京同仁堂非洲公司开业

本版编辑 禹 洋

北京时间11月24日凌晨，美联储公

布 11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大部分

美联储官员认为再次加息的条件不断增

强，加息时机很快就会到来。这表明，在

经历了一年的起落反复之后，美联储加息

的预期在短时间内实现已是大概率事件。

鉴于去年美联储加息后对全球市场造成巨

大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需

为加息可能带来的冲击做好应对。

短期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

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美联储加息带

来的汇率波动问题。在过去的一个月

内，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增强的影

响，无论是欧元、英镑还是马来西亚林

吉特、印度卢比，对美元都出现不同程

度的贬值，尤其是新兴市场货币受到的

冲击更甚，马来西亚林吉特跌至 1998 年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附近。

对中国而言，过去一个月人民币对

美元的汇率出现连续下跌，这也让市场对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议论。对这个问

题，需要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汇率波

动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非原因，经济稳自

然货币稳。今年以来的数据表明，中国宏

观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大幅或是长期

贬值。具体看，目前人民币对其他货币都

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下跌实际上

是美联储加息影响的结果，这一点与欧

元、英镑等主要经济体货币的走势并无根

本不同。但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的基

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长期贬值，但面对美联

储加息的冲击，做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

期管理仍有必要。尤其需要警惕那些颠倒

主次、过分渲染外储规模变化的声音，以

及由此可能对企业和个人预期带来的负面

影响。

中长期来看，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

根本办法，还在于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做大做强经济基本面，营造更加公平、更

为透明、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简单来

说，只要经济向好态势不变，资本要流入，

挡也挡不住。反之，经济走势不佳的时

候，资本要流出，拦也拦不住。今年前 10

月，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663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4.2%；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2580家，同比增长7.4%。这些数据表明，

潜力巨大、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日臻健

全的法律制度和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等，

正在不断提高中国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

力。因此，只要中国能够保持宏观经济

稳定，同时不断加大开放力度，优化投资

环境，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将保

持向好态势，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变以及

美元汇率走势对我国的溢出影响也将随

之降低。

稳妥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波
郭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