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仲裁谋求增强国际竞争力
■ 本报记者 张琼文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
长动力不足、贸易投资低迷。在
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会展业在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日
渐突出。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会展经济
国际合作论坛（CEFCO 2017）在澳
门举办。中 国 贸 促 会 会 长 姜 增
伟、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
长梁维特、国际展览业协会主席
顾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00 余位
中外与会代表围绕论坛“直面挑
战、励精图变”这一主题，共话会
展业发展新机遇、新模式和新动
力。这对促进中国会展业转型升
级、推动中外会展业交流与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会展业转型升级

姜增伟在开幕式上致辞说，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贸形势，
中国会展业必须加快创新发展，为
推动中国由会展大国加快迈向会
展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中国会展经济发展，要
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
主线，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品牌
化、信息化方向。”姜增伟表示，对
中国会展业而言，一是要牢牢把

握中国经济的大趋势和新特点。
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服务

“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实施上下
功夫，在促进“双创”、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上主动作为，在帮
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上做文章，推动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二是要大力推动国
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与有关
国际组织、各国会展行业组织和
会展企业的沟通交流，创新行业
管理模式，加快提升办展办会水
平，实现互利合作共赢。三是要不
断加快新技术应用。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培育新的会展业态。同
时，构建“互联网+展会”新模式，
促成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增强展会
的综合效应。

论坛期间，中国贸促会副会长
王锦珍发布了由中国贸促会主持
编写的《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2016）》。该报告显示，2016 年中
国展览业总体上呈现出“展会数量
减少、展览面积增大、展会质量提
升”的态势。出国展览规模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成为新热
点。展望新的一年，在实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倡议的
背景下，区域展览的不平衡格局有

可能进一步加剧，“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将继续成为出国展
览的重点区域，项目并购会成为展
览业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展览业
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在从事会展工作 20 多年的顾
桥看来，像 CEFCO 这个由权威行
业协会、组织机构搭建的平台能
够让会展业人士了解行业新趋
势、萌发新思路，找到新的合作伙
伴甚至新的并购机会，是很重要
的平台。

助力澳门会展业

CEFCO 倾力构建中外会展业
交流与合作平台，许多合作机会随
其结伴而来。在中外会展业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上，与会代表见证了《内
地与澳门关于建立促进澳门发展会
议展览业联合工作委员会的协议》

《澳门展贸协会与国际展览业协会
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的签署，见
证了CEFCO 2017新成果的诞生。

据记者观察，论坛层次进一步
提升，首次增设了全球会展CEO圆
桌会议，力邀中外会展界大咖碰撞
智慧；凸显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
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本届论坛是最
多葡语国家代表参会的一届；增添

澳门元素和设施，搭建布置得很有
“澳门味道”的澳门会展企业展示洽
谈区，同时这作为整个论坛气氛融
洽的茶歇区，这种“混搭”方式并不
多见。

有与会代表对记者说，2017年
CEFCO 选址澳门，也是首次在中
国内地以外的地区举办，这是论坛
的创新成果。与往届相比，本届论
坛除葡语国家代表外，与会的东南
亚等国家代表人数也大幅增加。梁
维特在致辞中表示，本届论坛在澳
门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澳门作
为会展城市的知名度，吸引更多国
际性大型会议落户澳门。姜增伟认
为，此次论坛将为澳门会展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姜增伟表示，中国贸促会长期
致力于推动中国会展经济发展，将
继续加大力度，与中外合作伙伴一
起举办更多高质量的会展活动，促
进中外会展业交流与合作，推动中
国会展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据悉，第十四届中国会展经济
国际合作论坛将于 2018 年在青岛
举办。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2016）》相关内容详见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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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动态

◆贸促要闻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 1
月14日在第十五届中国企业发展
高层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企业已
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
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钱克明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自 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了沿
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
已有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
与了“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和成
果超过了预期。境外经贸合作
区作为一个缩影，反映出“一带
一路”建设正逐步展开。

钱克明指出，商务部将进一
步从三方面做好服务，为企业开
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
合作提供便利。

一是完善政策措施，统筹用
好现有的支持政策，发挥好亚投
行和丝路基金的投融资功能，推
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
政策性银行，扩大带动规模，并撬
动商业银行更多资金投入到“一
带一路”的建设项目，完善出口信
用保险、海外投资险和再保险的
政策，帮助企业有效应对风险。

二是强化公共服务，及时发
布国际经贸环境、市场供求、产
业合作信息，提高投资便利化水
平，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进
一步做好各类国际经贸规则的
宣传与培训工作，帮助企业了解
规则、熟悉规则、运用规则。

三是搭建合作平台，将举办
更多、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促进
活动，同时推动和引导地方培育
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各有侧重的
展会，强化驻外机构的服务，加强
宣传推介，为企业对外开展经贸
合作牵线搭桥。 （陈 溯）

本报讯 1 月 12 日，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会见了在
澳门出席第十三届中国会展经济
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国贸促会会长
姜增伟一行。双方就携手推动澳
门会展经济发展，发挥并提升澳门
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商贸合
作服务平台作用等交换了意见。

姜增伟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
澳门经济财政司、澳门贸促局等单
位共同谋划打造影响力大、效益好
的会展活动，共同推动澳门会展业
发展。此外，在中国与葡语国家企
业家联合会机制下，中国贸促会已
经率先成立中方委员会，接下来将
配合澳门贸促局推动葡语国家成

立委员会，推进相关工作。
崔世安感谢中国贸促会和姜

增伟会长对澳门特区经济发展的
支持，他表示，澳门特区努力迈向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会展业是其中
要重点加大力度推动的产业，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国贸促会日
后可加强合作，促进澳门会展业取
得更大的进步。

参加会见的澳门特区政府经
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表示，配合特
区政府以“会议为先”的发展方向，
澳门会展未来无论在硬件、软件方
面皆要提升，而加强人才培养是必
经之路，他相信日后将有更多机会
与中国贸促会合作。 （马宇飞）

本报讯 1 月 13 日，中国贸促
会副会长张伟会见了新加坡律政
部副常任秘书韩国元一行。

张伟介绍了中国贸促会参与
经贸政策法规制定、对外经贸谈
判、商事调解、经贸和海事仲裁等
工作职能。张伟表示，中国贸促会
希望与新加坡律政部等法律部门
和机构进一步加强交流，积极探索
双方在多双边商事法律研讨会、联
合调解、跨国争端解决、打造全球
商事法律服务平台和开展“一带一
路”国别法律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具
体合作。

韩国元表示，中国是亚洲经济
发展的引擎，也是区域跨国争端解

决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中国贸促
会在商事法律合作的多个领域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方支持建设
商事法律服务平台和开展“一带一
路”国别法律研究工作，并表示将
积极协助中国贸促会履行亚洲调
解协会轮值主席国职责，推动中国
贸促会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完
成合作备忘录的签订。新方还建
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考虑在新加坡设立海外办事处，并
愿提供便利和支持。

双方同意会后将就共同关注
的议题进行具体对接，积极推动落
实各项工作。

（罗 睿）

姜增伟拜会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逾50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

当地时间1月9日，中国主题图书全球新年展销月活动在瑞士日内瓦拉开帷幕。展销月将重点展销《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等多种优秀图书，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 中新社记者 沈晨 摄

首次在中国内地以外地区举办

CEFCO国际视野下共话创新
■ 本报记者 叶灵燕

张伟会见新加坡律政部
副常任秘书韩国元

本报讯 据厄瓜多尔《电讯
报》1月 13日报道，厄总统科雷亚
于 1月 12日启程赴纽约参加 77国
集团轮值主席国交接仪式。

今年，厄瓜多尔将接替泰国，
历史上首次担任该组织的轮值主
席国。

科雷亚表示，打击国际偷税
漏税和避税天堂将是厄瓜多尔本
年度的工作重点之一，厄方将竭
力促进和维护各成员国的共同利
益，增强在全球重大经济问题上
的磋商能力，推动南南合作的发
展。同时，科雷亚承诺将把 77 国
集团打造成为更加公平、包容和
标准统一的组织。

77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逐渐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集
团。在 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
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 个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标
志着77国集团的成立。

尽管目前已有 133 个国家加
入 77 国集团，但仍沿用历史名
称。中国虽不是 77 国集团成员
国，但一贯重视发展同 77 国集
团的合作，支持 77 国集团的正
义主张和合理要求，并与其保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77 国集
团＋中国”这一机制开展协调与
合作。

（驻厄瓜多尔经商参处）

厄瓜多尔接任7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将仲裁
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对外交
流合作等重点工作推向了新的高
度，充分发挥了研究会繁荣仲裁法
律研究、服务仲裁制度建设的主力
军和主阵地的作用。”这是 1 月 13
日在常州举办的中国仲裁法学研
究会 2016 年年会暨第九届中国仲
裁与司法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法学
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给予中
国仲裁法学研究会的评价。

张苏军说，中国仲裁法学研
究会立足于自身优势，跨越式发
展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多元研究
会的之一。在人才培养方面，研
究会注重仲裁理论与实践的相互
结合、相互促进，培养了一大批具
备扎实法学功底、实践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士，目前研究会发展会
员 2000 余人；在智库建设方面，研
究会通过设立重大研究课题，创

设仲裁理论研究评估体系，评估
优秀机构和优秀论文，举办学术
研讨、专题讲座、仲裁沙龙等形式
多样的活动，着力推进仲裁理论
研究与交流；在对外交流方面，研
究会紧紧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布局，协助组织承办、参加国际
仲裁交流活动，为中国仲裁走向
世界、对外宣誓中国法权、提升中
国仲裁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贸易大
国向贸易强国过渡、从海洋大国向
海洋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但由
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外需持
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
贸易摩擦和商事纠纷明显增多，同
时我国距离成为全球广泛认可、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仲裁中心尚
有距离，仲裁国际化程度尚不能完
全适应日益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建

设需要，使得我国企业面临诸多不
公平待遇和法律风险。

“尽管我国仲裁事业经过 60
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但与国际先进仲裁相比，
我们在仲裁意识、仲裁理念、仲裁
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和需要改革完善之处。”中国贸促
会副会长卢鹏起表示。

卢鹏起表示，面对新形势、新
要求，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应重
视培养理论人才，加快智库建设，
进一步提升服务政府、服务仲裁
机构、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
继续强化仲裁理论研究，搭建更
多交流合作平台，深化理论研究
和成果运用。抓住重点，设立课
题，组织公关，为完善我国仲裁法
律制度，积极建言献策。二是积
极实践和勇于探索，立足中国国

情，突出问题导向，主动适应仲裁
实践发展的新需要，针对难点问
题，积极探索。为提高仲裁公信
力提供理论支持，为健全完善我
国仲裁法律制度提供更多的实践
经验。三是要加快仲裁领域人才
培养步伐，组织会员加强对仲裁，
特别是国际仲裁的研究，把仲裁法
学专家、从业人员个人才能汇成集
体智慧，吸引更多的法律人才关
注、关心仲裁，投身仲裁事业。四
是要不断增强仲裁国际竞争力，要
联合法律界和仲裁界的力量，参与
国际仲裁合作与竞争，加大我们仲
裁法律制度的对外宣讲力度，提升
国际影响力，同时深度参与相关国
际规则制定，为将我国建设成为国
际仲裁中心作出贡献。

“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
中，完善我国仲裁法律制度，优化

仲裁法制环境，提高我国仲裁的
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树立仲裁
的中国标准，在国际舞台上谋求
更大的规则话语权，这是全国仲
裁界和司法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刘敬
东表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民四
庭正在调研仲裁与司法的关系，
将于今年出台制定仲裁司法审查
案件程序的统一规定，以规范仲
裁司法审查权的行使。

据悉，本次年会以“仲裁走向
企业，企业选择仲裁”为主题，下设

“走向世界的中国仲裁”“仲裁与司
法”“中国仲裁存在问题及解决”三
大论坛，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
院、中国贸促会领导，全国仲裁机
构、法学院校和科研机构、律所、企
业界代表，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
印度、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地区的专家学者近 600人参会。

本报讯 据《越南新闻》1 月
11 日消息称，2016 年越南出口
总额达到 1759 亿美元，比上年
增 长 8.6% 。 越 南 工 贸 部 设 定
2017 年出口目标是出口额要达
到 1880 亿美元，或出口增长率
达到 6.9%。

该部预计，手机及其零部件
产品、服装纺织业和电子电脑产
品将是 2017 年出口额最大的产
品。其中，手机及其零部件产品
出口额将达到 39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3%，是出口额最高的产品；
电子和电脑产品出口额预计为
220 亿 美 元 ，将 比 2016 年 增 长
19%；鞋、海鲜及水果出口额将分
别达到 140 亿美元、75 亿美元和
30亿美元。

越工贸部部长陈俊英表示，
一系列自贸协定的签署、外商直
接投资金从其他国家流入等因
素，将促使越南 2017 年进出口
额实现增长。越南参与东盟经
济共同体将为越南开拓出口市
场带来更多机遇。

该 部 统 计 数 据 表 明 ，2016
年越南出口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
出口产品有 25 类，实现贸易顺
差 为 26.8 亿 美 元 ，占 进 出 口 总
额的 1.52%。越南对亚洲、欧洲
以及美国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出
口额实现正增长，对美出口额
增长达到 13.2% ，增幅最高 ，对
欧洲和对亚洲出口额分别增长
11.3%和 6.9%。

（驻越南经商参处）

越南2017年出口增长目标为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