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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朱旌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16 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联大阐述了2018年联合国应
关注的12大问题。他呼吁各会员国肩负起领导责任，共
同付出努力，使世界发展变得更加安全和更可持续。他
表示，无论是顶住逆流，还是面对仇恨，人们都需要捍卫

《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
古特雷斯表示，过去一年来，全球范围内冲突继续加

深，新的挑战不断涌现。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担忧达到
了自冷战以来的最高点；气候变化超过了防范行动的速
度；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
绪都在上升。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需要更大的团结和
勇气来应对当今最紧迫的需要，减少我们所服务的人民
的恐惧，将世界纳入一个朝向更加美好未来的轨道。

古特雷斯指出，这12大令人关切的问题包括：就公
正的全球化推动达成一项“新的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提振信心；发挥人类移徙流动的优势；利用第四次工
业革命浪潮带来的益处规避其中的风险；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避免在迷惑之中陷入灾难；结束泛中东地区的混
乱局面；加强同非洲的伙伴关系；消除欧洲冲突面临的瘫
痪状况；继续高度重视打击恐怖主义；加强联合国维护和
平的行动；扭转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大规模出逃；克服人权
与国家主权之间相互对立的迷思。

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古特雷斯秘书长高度
赞赏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承诺和领导作用，并表示
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此外，他对中国在多边
外交方面的作用也抱有很高的期望。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让世界发展更安全可持续

本版编辑 徐 胥

自英国宣布脱欧公投起，各类有关脱
欧后欧洲银行业格局的声音不绝于耳。
相关论点基本上都在强调脱欧将造成国
际银行从伦敦大规模撤出，欧洲大陆将从
中分得一杯羹，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将受到极大冲击。同时，各方也把各大银
行的欧洲业务及人员调整规划作为上述
观点的重要论据。

然而，要展望和把握脱欧之后欧洲银
行业格局，应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从当
前脱欧谈判进展来看，国际大型金融机构
有着充分的理由将欧元相关业务转移到
欧洲大陆。谈判在关键问题上久拖不决，
而且核心贸易安排谈判的时间不足，这意
味着未来英国金融服务业丧失欧洲市场
准入的概率在不断上升。

从投行业务角度来看，在当前脱欧路
径下，欧元计价资产清算业务将有大概率
转移到欧盟内部。立足英国伦敦开展类
似业务的国际投行将被迫将相关业务转
移到欧洲大陆。与之相伴的，相关中后台
业务部门也将在欧陆相应布局。因此，摩
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花旗、德银、渣打等
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行开始调整布局。

但是，这一布局调整并不意味着伦敦

会丧失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
人员调整来看，摩根大通可能向欧洲大陆
转移 1000 人到 4000 人应对脱欧冲击，
这在其伦敦总部 1.4 万名雇员规模所占
比例并不高。摩根士丹利选择法兰克福
作为其欧元资产交易中心，并计划在该分
行原有200人规模上再新增200人。相
比其伦敦办公室超过5000人的规模，其
在法兰克福的布局仍然显得相对薄弱。
花旗银行也计划将其在法兰克福的人员
规模从当前的360人提升至500人左右，
但其在伦敦的员工规模为9000人。

人员规模的对比反映伦敦在各大行
业务中的地位。即使在脱欧谈判的关键
时期，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银行
仍然明确表示，伦敦是其欧洲、中东和非
洲（EMEA）的业务中心。这一战略选择
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在脱欧形势下，欧元
相关业务搬回欧盟内部成功抓住了读者
的眼球。受到影响的欧元业务仅仅是整
个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一部分。伦敦
市场资产类别是高度多样化且不断增加

的，无论脱欧与否，伦敦作为欧元之外其
他成熟货币业务中心的地位不会发生
变化。

伦敦金融城亚洲事务代表马雪莉表
示，随着人民币项目和伊斯兰金融项目的
推进，越来越多新的货币资产将在伦敦市
场深度发展，这将巩固伦敦业务的多样化
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是基于这一
考虑，花旗银行在伦敦设立了欧洲首个财
富管理中心，并开始在伦敦寻找更大的办
公大楼作为其欧洲业务总部。而且以渣
打银行为代表的部分英国本土银行，虽然
面临脱欧风险，但其在欧洲大陆的业务和
资源配置增加力度也非常有限。渣打银
行业务重点集中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地
区。因此，虽然渣打计划在法兰克福增加
人手开展欧元相关业务，但员工数量仅为
100人左右，可在伦敦办公室的员工数量
仍多达1700人。

不仅如此，德意志银行的举动或许是
各方对脱欧之后伦敦金融中心地位认可
的最佳例证。作为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

德银，在脱欧一开始就宣布将强化其总部
的力量配置。然而，从当前资料来看，相
关业务转移主要是欧元清算业务及相关
支持性工作，利润丰厚的前台业务仍将继
续保留在伦敦。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
德银伦敦总部与经纪商签署了为期25年
的新办公大楼租约，更大的办公空间将有
利于德银进一步整合和巩固其伦敦团
队。这无疑也展示了其长期拓展伦敦市
场的意愿。

此外，欧洲银行业格局的变化动力并
非仅脱欧一个原因。自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欧洲大陆国家和英国都在强化金融监
管。各国监管力度的差异不仅意味着资
本金压力差异，更意味着各大行调整业务
布局的动力。

脱欧之后，不少目光集中在了具有语
言和税收优势的都柏林。事实上，早在脱
欧公投一年前，各方就开始借助都柏林开
展欧元区银行业务。2015 年 6 月份，花
旗银行就表示考虑到英国监管成本和压
力明显高于爱尔兰，同时为了削减业务复
杂程度，将把欧洲零售银行业务中心转移
到都柏林。

毋庸置疑，脱欧将影响欧洲金融业的
格局，但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一变局的成因
及走向，不仅需要在细节层面关注一城一
地的得失与变化，更需要从宽视角和高纬
度全面解读分析。

欧元业务缩减不影响资产类别多样化

脱欧难撼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本报驻伦敦记者 蒋华栋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第
8届阿比让世界旅游展将于4月27日至
5月1日在科特迪瓦最大城市阿比让举
行，本次展会的主题是“新技术对旅游业
发展的影响”。科特迪瓦旅游部预计，来
自非、欧、亚三大洲25个国家的代表以
及超过257家展商将与会。

从2014年起，科特迪瓦旅游业开始
逐渐复苏，2016 年达到该国 GDP 的
7.5%，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科特迪
瓦计划到2026年，旅游业收入每年增长
5.4%。科特迪瓦是西北非地区继尼日
利亚和摩洛哥之后第三大旅游目的国。
2017年接待游客45000人，预计今年游
客总数将达到70000人。

科特迪瓦将举办世界旅游展

伦敦市场资产类别是高度多样化且不断增加的，无论脱欧与否，伦
敦作为欧元之外其他成熟货币业务中心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随着人
民币项目和伊斯兰金融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新的货币资产将在伦敦
市场深度发展，这将巩固伦敦业务的多样化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空中客车
公司日前宣布，2017 年，空中客车公司
民用飞机交付数量实现连续第 15 年增
长，全年共向85家客户交付了718架飞
机，创下历史纪录。与 2016 年相比，
2017年全年交付数量提升了4%。

除了创纪录的交付数量之外，空中
客车 2017 年共收获来自 44 家客户的
1109 架净订单。截至 2017 年底，空中
客车的储备订单数量达到7265架，以目
录价格计算，总价值达10590亿美元。

据空中客车公司首席运营官兼民用
飞机总裁法布里斯·布利叶介绍，空中客
车每年稳定推进交付，产量已经连续15
年增长。预计到2019年年中，空中客车
位于图卢兹、汉堡、天津和莫比尔的4个
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将实现单通道飞
机每月总计 60 架的生产速率。同时，
A350XWB宽体飞机的生产速率预计将
于2018年年底稳步提高至每月10架。

空客民机年度交付数创新高

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
费电子展（CES）上，超过1500 家中国企
业参展，其中一些企业带来的纯电动汽
车、自动驾驶技术等备受瞩目。一时之间，
中国“神车”、中国“黑科技”受到各路媒体
热议。

但正在底特律举行的北美国际汽车展
上，参展中国企业却为数寥寥，受关注度也
相对较低。在两大北美年度最重要的展会
上，是什么造成这种“冷”“热”反差，而这种
反差对中国产业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在CES，还是在底特律车展，其
实有一个相似的关注焦点——未来。什么
是汽车行业的未来？什么是汽车行业技术
发展的未来？两大展会上参展厂商的答案
大同小异：汽车行业的自动化和电动化。

不过，在CES上所讨论的未来，和底
特律车展上讨论的未来，却具有时间维度
上的差别。CES上眼花缭乱的概念车和
技术，瞄准的是 10 年、20 年之后甚至是
更远的未来。在这种由高科技企业所描

绘的未来中，自动驾驶的电动车不仅是交
通运输工具，也是移动娱乐终端、物联网
一环、大数据来源……

而在底特律车展上，虽然企业也在谈
论电动化和自动化的未来，但这种未来仅
仅是三五年至多不超过10年的未来。无
论是在本届展会上宣布投资110亿美元
开发电动车的福特，还是带来纯电动i3、
混合动力 i8 跑车的宝马，他们所考虑的
未来是2022年或2025年。

不同的“未来观”带来对创新的不同
理解。由科技企业主导的CES所展示的
未来是颠覆性、革命性的。一些此前名不
见经传的中国企业，一出现便带来令人为
之一惊的颠覆性产品，例如拥有横贯中控
台的50英寸巨屏的拜腾汽车。

而在汽车厂商主导的底特律车展上，
未来更多是延续性的。在这里所看到的
创新，是一种迭代创新，即通过一代一代
产品的升级来实现创新优化。

不同的未来观、不同的创新理念，其

背后是不同的技术力量和不同的资本力
量。在 CES，引起国际关注的中国企业
大多是科技创新企业，甚至是科技初创企
业，他们的背后是风险投资资本。有些企
业参展，是为了展示技术，展示可能性，也
是为更好吸引风投。

而在底特律，参展的均为汽车专业领
域的传统大企业，像福特、奔驰这样的企
业都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以他们为中心，
环绕汇聚了无数零配件供应商、产业链、
产业集群，其背后是产业资本。这些企业
参展是为了展示产品，也是为了吸引更多
消费者。

正是因为这种差别，CES 上的很多
企业很可能还没有做出一件能让消费者
买单的产品，但他们可以吸引极大的关
注，可能吸引到金额惊人的风险投资。这
些企业即便失败，损失的只是创业人的热
情和投资人的钱。

而在底特律车展，所有厂商都在战战
兢兢地做着实实在在的产品。如果产品

失败、发展路线出现偏差，或者是一场经
济危机，都可能毁掉一个百年企业；而一
个企业倒下，背后是一整条供应链的倒
下，是无数工人失业。

中国企业在 CES 上的“热”，与在底
特律车展上的“冷”，由此可以得到合理解
释。中国拥有大量具有全球背景、全球眼
光的科技创新企业，拥有全球罕见的创新
动力和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都
希望通过革命性的科技创新，来实现“弯
道超车”。但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和品牌建
设，和美日欧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 CES 上吸引眼球，需要有“讲故
事”能力；而在底特律车展吸引眼球，要有

“做产品”能力。从拉斯维加斯到底特律，
实则就是从“讲故事”能力到“做产品”能
力的迈进。中国企业在 CES 上大热，值
得庆贺；但中国企业在底特律车展的冷
清，同样值得深思。

文/新华社记者 金旼旼 汪 平
（据新华社美国底特律1月16日电）

在北美两大展会上遇见两种未来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非盟10国财长委员
会会议前期专家会议日前举行。据了解，目前非洲联盟

（非盟）有20个成员国已开始不同程度地执行非盟自主
筹资的决议，其中卢旺达、几内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吉布提等14个国家已经将征收的特别税存入各国央行
的非盟专用账户之中。塞内加尔、加纳、贝宁、马拉维4
国正在启动国内相关法律和行政程序，预期在今年内也
将加入“缴费俱乐部”。

作为非洲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非洲联盟一直以来
饱受经费短缺困扰，大部分日常经费和项目及维和行动
经费都需要外国援助。2017年非盟预算为7.82亿美元，
其中5.77亿美元来自国际援助。为了改变这种“囊中羞
涩”状况，2016年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第27届非
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非盟自主筹资决议。该决议规定
从当年1月份起，非盟各成员国将对非成员国部分进口
产品特别征税0.2%，用于非盟会费，以满足该组织全部
日常运作预算资金，其中包括75%非盟项目和每年维和
行动25%的预算资金。

非盟网站说，这一决议旨在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提供
可靠和可预测的资金，为非盟提供公平和可预测的资金
来源，减少非洲发展和非洲一体化项目对外部资金的依
赖以及减轻成员国为非盟提供资金的财政压力。

非盟自主筹资进展顺利
20个成员国开始执行

新华社华盛顿电 美国商业专利数
据库日前发布报告显示，美国专利商标局
2017年批准的发明专利数量再创新高，
达32万件，同比增长5.2％。其中，中国大
陆企业表现抢眼，获批专利超过1.1万件，
较前一年增长28％。

所有获批专利中，美国企业占比
46％，亚洲企业占31％，欧洲企业占15％。

从企业排名看，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IBM）继续领跑，25年蝉联第一，新
获批专利9043件，较排名第二的韩国三
星电子有限公司多出3206件。

中国大陆企业表现可圈可点。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获批专利1474件，同比增
长23％，排名第20，较上年前进5名。

报告还称，显示和传感设备制造商
京东方科技集团实现了“大跨越”，从第
40名升至第21名，1413件的专利数更是

较前一年增长62％。深圳市华星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也跻身企业排行榜前50，以
708件专利数排名第45。

就技术领域看，计算机、通信和医学
专利仍是主流，电子香烟、3D打印、自动
驾驶汽车等领域增长最快。

报告说，获批专利数前50名的企业
及相关排名展示了当今最具创新性企业
和研发机构的竞争图景。

中企在美获批专利增长迅速
总数超过1.1万件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田原报道：印尼政府2018年将
加快发展4万公顷盐场项目和配套加工能力项目，计划
于2020年前达到食盐自给率100%目标。

印尼海洋统筹部海洋资源事务负责人库斯旺多诺表
示，近年来政府致力于建设新的盐场，今年将加速东努沙
登加拉、安汶、马鲁古等印尼东部诸岛的盐场建设。同
时，印尼政府还大力发展食盐加工产能，今年将重点提高
爪哇岛马杜拉地区食盐加工能力。

据印尼盐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7年该国食盐和工
业用盐消费规模超过420万吨，进口来源地主要是澳大
利亚、印度和德国。印尼海洋统筹部长鲁虎特指出，由于
2017年雨季持续时间长，印尼食盐供应受到影响，并一
度造成部分地区价格翻番，因而今年仍将有限度地进口
食盐以保证市场供给，“政府将努力确保本地食盐生产商
不因进口暂时增加而面临价格压力，2020年前将实现零
进口目标”。

印尼计划3年内实现食盐自给
将大力发展食盐加工产能

日前，在美国硅谷城市帕洛阿尔托，当地华裔学生在一场青少年商务竞赛
上路演，推介团队“创业项目”，说服“投资者”。

通过参加相关培训和比赛活动，学生们不仅学习到实用商务知识，更培养
起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创业意识。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创新从学生抓起

新华社堪培拉电 澳大利亚能源咨询公司 Ener-
gyQuest16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澳大利亚液化
天然气出口量达 5680 万吨，创历史新高，比 2016 年增
加26.3％。

报告说，澳液化天然气出口增加主要缘于油价上涨
和中国需求增加。2017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液化天然
气出口量从前一年的1240万吨增至1750万吨。

该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姆·贝休恩说，目前，中
国是澳大利亚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市场，澳大利亚是
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

报告显示，澳大利亚 2017 年液化天然气出口额为
258 亿澳元（1 美元约合 1.255 澳元），比 2016 年增加
44.1％。贝休恩说，液化天然气从2016年澳大利亚的第
五大出口商品跃升至2017年的第三大出口商品，超过了
黄金和教育。

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
国，排在首位的是卡塔尔。日本目前是澳大利亚第一大
液化天然气出口市场，韩国是第三大市场。

澳液化天然气出口创新高
缘于油价上涨和中国需求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