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外媒报道，中国中影集团和美国电影协会有望

达成两项协议：一是中国引入国际审计机构对票房进

行第三方监督；二是中国将取消批片配额限制，并于

明年 1 月 1 日施行。目前，中美双方尚未有官方消息

确认此事。

国际审计机构的引入，对于好莱坞电影制片方是

利好的。事实上，它也符合中国电影主管部门严打

偷、瞒、漏票房的一贯原则。长期以来，业界都在呼唤

第三方监督的声音，如果这一协议落实，将有利于进

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秩序。

另外，外媒透露将被取消配额限制的是批片，并表

示中影集团已经同意，将着手订立细则。据悉，买断批

片的发行公司，需发行一定数量的电影，才能具备相应

的资质。中国电影主管部门需要时间列出具有此类资

质的电影公司，因此该政策到明年 1 月 1 日才会生效。

取消配额制的好处不需要多说，影迷可以在影院

更快地看到想看的国外电影。

但对于中国电影行业来说，或许会感到深深的寒

意。根据 2012 年签署的《中美双方就解决 WTO 电影相

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每年引进“分账片”的数量已

经从 20 部升至 34 部。该《备忘录》于 2017 年到期后，双

方还将进行谈判，中国电影市场到时有可能全面开放。

一旦进口片配额全面取消，意味着中国本土电影

将与国外电影短兵相接，国产电影还能像现在这样火

爆吗？ （杨 豪）

中国或将取消进口影片批片配额限制

漫 画 普 法
插图设计/王春瑞

2015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范丽敏 制版：张 迪
95013812345-1028 myfalv@163.com

05

贸 促 要 闻

发改委将启动“双创周”迎接双创新时代

记 者 管 窥

第九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及贸易展览会在墨西哥开幕

墨西哥当地时间 10 月 13 日，第九届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在墨西哥瓜达

拉哈拉市开幕。

本届峰会由中国贸促会和墨西哥投

资贸易局共同主办。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的嘉宾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罗富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张伟、墨西哥经济部部长瓜哈尔多、墨西

哥外贸委员会会长瓦伦汀·迪亚茨、墨西

哥投资贸易局局长帕拉西奥斯和哈利斯

科 州 经 济 发 展 部 部 长 何 塞·帕 拉 西 奥

斯。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卢鹏起、墨西哥驻华大使温立安、中国驻

墨西哥大使邱小琪以及牙买加、乌拉圭、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共 15 个国家的

政府部门和商协会代表。

同期举办的贸易展览会展出面积

5000 平方米，共有 200 家企业和机构参

展，分别来自中国、墨西哥、巴西、乌拉

圭等国家。

于平会见乌克兰经济部

副部长米克尔斯卡娅

日前，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在京

会见来华出席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经

贸合作分委会第三次会议的乌克兰经济

部副部长米克尔斯卡娅一行。双方就加

强和完善中乌双边企业家理事会机制，

促进乌克兰产品对华出口、吸引中国企

业赴乌投资设厂、合作举办经贸洽谈活

动等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徐沪滨出席

第二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展开幕式

日前，第二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

际博览会在西藏拉萨开幕，全国政协副

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博览会主办方文

化部、国家旅游局有关领导和其他中央

国家部委领导等出席开幕式。中国贸促

会秘书长徐沪滨出席开幕式并参加巡

馆。

本届展会以“人间圣地，天上西藏”

为主题，展区分为文化、旅游和商务三大

板块，集中展示西藏在文化、旅游和商贸

等方面的成果，展示面积 1 万平方米。

其间还举行了西藏文物精品展和招商引

资暨经贸洽谈项目推介会等活动。

贸促会专商所主办

2015年金砖五国知识产权论坛

以探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为核心，

第七次金砖五国知识产权论坛将于 11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上海举行。此次论坛

由中国贸促会专商所牵头，4 家分别来

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事务所协

办，并得到了 AIPPI 中国分会及 LES 中

国分会的大力支持。

届时，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庭、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合作司、国内知

名企业和金砖五国知名知识产权事务所

的法官、官员、企业高管和知识产权律师

将就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中

国专利申请与流程最新情况、巴西新的

知识产权保护趋势、非传统和象形文字

商标的种类、印度知识产权监管等知识

产权领域的热门话题发表演讲。

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闫芸

率团参加世界ATA单证册工作会议

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副主任闫芸率团参加了在斯洛伐克首都

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 2015 年下半年国际

商会原产地理事会和世界 ATA 单证册理

事会会议，以及同期举行的国际原产地认

证链和电子原产地工作组会议。

会议期间，代表团就国际原产地认

证链的拓展、中国电子产地工作开展情

况、原产地签发指南的修订、国际商会授

信贸易商项目，以及中国扩大 ATA 单证

册适用范围的进展、ATA 单证册电子化

项目、俄罗斯扩大远东地区接受 ATA 单

证册的口岸范围等议题，与各理事会和

工作组主席、国际商会秘书处负责人以

及相关国家代表进行了交流。

会上，国际商会亚太区主管、新加波

国 际 商 会 执 行 副 主 席 李 均 颂 女 士（Ju

Song LEE）正式卸任国际商会原产地理

事会主席。会议一致推举伦敦工商会副

主席 Peter Bishop 先生当选下一任主席。

（本报综合整理）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首届‘双创周’定于 10 月 19 日至 23

日举行，主题为‘创业创新——汇聚发展新

动能’。”在 10 月 13 日举办的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首届“双创周”

的主会场将设立在北京，同时，在上海、深

圳、西安、成都、武汉、沈阳、合肥等城市分

别设立分会场，并在长春、广州等城市同时

组织若干重大活动。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巡视员孟宪棠

介绍说，本次“双创周”展示形式包括图文、

多媒体、实物、模型等，展示内容分为双创

新时代、双创新风采、双创新生态、双创梦

工厂、双创之星 5 个部分，展示总项目 111

个，展示空间超过 1.1 万平方米。

“其中，双创新风采集中展现近年来双

创活动中涌现的代表人物、典型事例，包括

科研人员创业、青年和大学生创业、国际人

才创业、返乡人员创业、基层群体创业等各

类典型群体创新创业故事、经验、项目、成

果等；在双创梦工厂以及双创之星部分，还

将组织开展项目推介洽谈、创业路演、信息

发布、创客体验、趣味竞赛等各类活动，力

争通过现场活动完成项目和资本的对接。”

孟宪棠说。

“双创周”期间，组委会将在主会场举

行活动周启动仪式、主题展示和专题活动，

组委会成员单位和各分会场城市还将组织

开展双创相关活动。

据了解，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

打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新引擎以来，

双创工作吸引了各个方面的积极参与，并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据调查，2015 年新毕业大学生创业比

例同比增长近一倍，全国逾千万的网络创

业群体中大学生占到六成。今年上半年全

国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 15%，其中新增

企业同比增长 19%，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

80%，新增企业营运资产达到了 2 万多亿

元，营收 8000 多亿元，对 GDP 增速的拉动

达到了 0.4 个百分点。

为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

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务院日前印发文件

指出，要设立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据李朴民透

露，从今年起，每年 10 月选择一周作为“全

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每年设置的

主题均不相同。

“‘双创周’旨在搭建双创展示平台，迎

接双创新时代，展现双创新风采，营造双创

新生态，推动形成新一轮创业创新热潮，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汇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

慧和力量。”李朴民说。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

国和阿拉伯、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进

入高速发展期，呈现出快速、全面和深入的

特点。

然而，在经贸合作蓬勃发展的同时，相

互间经贸纠纷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帮助企业防风险、化纠纷，中国贸

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日前与黎巴嫩农工

商会、埃及开罗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和约旦安

曼商会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商事调解中心

（以下简称中阿商事调解中心）合作协议，还

与菲律宾国家工商会、缅甸工商会联合会共

同发起成立中国—东盟联合调解中心。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了解到，今后，该中心将着重开展互相推荐

调解员、面向目标企业宣传推广、加强现有

合作和进一步发展新成员四项工作，使国

际联合调解服务成为中国贸促会多边工商

合作机制的特色，打造中国贸促会商事法

律服务品牌。

防风险 化纠纷

在 2015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期

间，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与黎巴

嫩农工商会、埃及开罗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和约旦安曼商会签署了中阿商事调解中心

合作协议。

“与传统的诉讼、仲裁等具有强烈对抗

性的争议解决方式相比，调解具有高效省

时、程序灵活、费用低廉、不伤和气、内容保

密、当事人程序自控等特点，日益受到各国当

事人的广泛重视和采用。”在2015中国—阿拉

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

中心副主任张顺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大

力推进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升调解

在解决社会矛盾的作用和地位。

张顺表示，中阿联合调解机制进一步

发挥了商事调解方便快捷、不伤和气的优

势，同时通过国际合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调解法律执行力较弱的缺陷。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于平表示，这一机

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工商界以中阿

博览会为平台和重要渠道，与阿拉伯各国

工商组织进一步密切联系，为增进中阿互

利合作起到积极作用。

据张顺介绍，中阿商事调解中心的调

解受案流程为：由当事人向调解办公室或

调解中心秘书处提出调解申请，由调解中

心秘书处登记备案后，分配给相关国家调

解办公室或调解员，之后相关人员会联系

本国当事人进行调解，随后双方当事人通

过当面会议或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调解，

并最终达成合意，签署和解协议。

无独有偶，在 2015 中国—东盟博览会

期间，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与菲律

宾国家工商会、缅甸工商会联合会共同发起

成立中国—东盟联合调解中心。据张顺介

绍，中国—东盟联合调解中心是综合性法律

服务合作机制，合作内容包括联合调解、企

业资信调查、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等综合性法

律服务。中国—东盟联合调解中心将聘请

中国—东盟国家各领域法律专家作为调解

员，共同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企业提供法律咨

询及争议解决服务。同时，各成员机构也将

发挥各自优势，通过联合调解等多元纠纷解

决机制妥善化解经贸纠纷，共同构建和谐、

诚信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

“此次有 5 家机构与我们签署协议，共

同发起成立联合调解中心。”张顺向《中国

贸易报》记者透露，另有 10 余家机构表示，

可先期开展具体合作，待时机成熟，再作为

第二批成员正式加入中阿或中国—东盟联

合调解机制。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阿拉伯和东盟国家是中国“一带一

路”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发展同阿拉伯、

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的实施，中国和阿拉伯、东盟国家的经贸合

作也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以阿拉伯国家为例。相关统计数据显

示，2014 年，中阿贸易额 2512 亿美元，同比

增长 5.2%。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

资存量至 2014 年年底已超过 100 亿美元，

主要涉及资源开发、家电组装、轻工和服装

加工等领域；阿拉伯国家累计在华实际投

资 31 亿美元，主要涉及石化、物流、轻工、

建材等领域。中阿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

好，呈现出快速、全面和深入的特点。

在经贸合作蓬勃发展的同时，相互间

经贸纠纷问题日益突出。特别在当前世界

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企业经营状况变

化迅速，企业间商业违约现象大量增加，还

有极少数不法企业和个人以国际贸易之名

恶意进行诈骗。

据张顺介绍，从 2013 年以来，仅由中

国贸促会办理的涉及阿拉伯国家的商事纠

纷案件就有 150 余件，涉案金额近 20 亿元

人民币。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与阿拉伯、东

盟国家间建立与之适应的完善法律服务体

系和国际贸易纠纷化解机制。

“与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的发达

国家相比，阿拉伯及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

的法律不够健全、国情民俗特殊、司法维权

困难，需要更加有效的法律信息服务和更

加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服务。因此，我们与

阿拉伯、东盟国家成立联合调解中心。”张

顺表示，联合调解机制在受案范围方面不

受国家地域和提前约定的限制，有利于高

效便捷地解决经贸争端，维护企业正当权

益。同时还可以发挥各国调解员和法律专

家的专业优势，开展法律咨询、企业资信调

查、法律环境论证等综合性的法律服务，从

而为贸易投资提供从风险防范到纠纷解决

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加强与各国工商界的法律服务合作，

共建服务平台，充分利用民间渠道和资源

防范化解多双边经贸纠纷，不但满足企业

的现实需求，也将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增加配套的服务保障。”张顺说。

（下转第6版）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倡导成立联合调解中心 铸就商事法律服务品牌

本 期 说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