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新華社29日電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賀化29日
在南京舉行的「全國知識產權局局長會議」上表示，
2010年中國受理發明專利申請超過39.1萬件，居世界第二
位。賀化認為，發明專利申請量的迅速提升，已成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創新驅動力。

去年申請近40萬件
賀化介紹，「十一五」期間，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快速

增長，其中發明專利申請145.1萬件，是「十五」期間的

2.6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分別是128.9萬件和
155.4萬件，是「十五」的2.4倍和3.1倍，繼續保持世界第
一。PCT國際專利申請3.6萬件，是「十五」的4.3倍，從
世界第十位上升至第四位。
中國內地創新活動日漸活躍，據統計數字顯示，2010

年，國內發明專利申請（含港澳台）為29.3萬件，佔中
國受理申請總量的74.9%，同比增長27.9%，其中職務申
請佔76.3%；國外申請則為9.8萬件，佔總量的25.1%。
「十一五」期間，共授予中國專利金獎50項（含5項中國

外觀設計金獎）和中國專利優秀獎525項（含32項中國外
觀設計優秀獎）。

知識產權日受重視
賀化說：「近幾年來，中國企業知識產權主體地位也

在不斷提升。可以說，中國積極推進了企事業知識產權
試點示範工作，已經形成了國家、省、市『三級聯動』
的工作格局。」「十一五」期間，企業專利申請量為162
萬件，比「十五」期間翻兩番。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楊斌昨日接受新
華社記者專訪表示，美國並未因刺激經濟計
劃而出現真正的經濟復甦，巨額銀行有毒資
產和高失業率等深層次矛盾依然嚴重，這或
將驅使其採取「新型金融戰爭」、甚至加劇
國際緊張局勢等特殊手段轉嫁危機。
2009年以來，美聯儲推出的兩輪「量化寬

鬆」政策總規模超過兩萬億美元。受經濟
低迷、回報率低和美元貶值等因素影響，
過剩的資金更多地流向更具回報率和發展
潛力的新興市場國家，或者投入商品期貨
市場大肆投機炒作能源、農產品和原材
料，推高全球通脹。

美正急向全球輸出通脹
楊斌指出，用美元標價的大宗商品價格

如油價在經過大約兩年的低迷期後，2010年
底再次抬頭，紐約和倫敦市場油價在12月23
日創下2008年10月以來的收盤新高；今年
初，受西亞北非地區局勢動盪影響，國際
油價大幅飆升，而西方一些國家對利比亞
採取軍事行動加劇了石油市場緊張情緒蔓
延。
楊斌表示，事實已表明，美國正迫不及

待向全球輸出通貨膨脹和政治動盪，這緣
於其正再次面臨虛擬經濟泡沫破裂前夕的
危急形勢。

美元霸權支撐政經軍事
憑借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靠

借債來長期保持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依
靠濫發一紙白條就能購買各國產品，向全

球投資獲得各國的物質財富和自然資源，
大舉兼併收購各國的戰略企業並控制經濟
金融命脈；同時，憑借美元霸權獲得的經
濟利益支撐並擴大軍事實力，反過來又用
軍事力量到處擴張、威懾來鞏固美元霸
權，美元霸權可以說是美國政治、經濟、
軍事霸權的基礎。
因此，楊斌認為，美國不會約束金融壟

斷資本貪婪本性而停止濫發美元，並很可
能借助更大的國際動盪和戰爭危險化解美
元危機、維護美元壟斷地位。而這也被視
為美國霸權的主要支柱之一。

製造危機獲取經濟利益
楊斌認為，在歷史經驗中，美國為維護

美元霸權而不惜採取包括蓄意製造危機甚
至發動戰爭在內的特殊手段。利用緊張的
國際局勢獲得多重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
刺激投資者避險情緒扭轉美元急劇下跌態
勢，既能繼續濫發美元又能維護美元購買
力和美元霸權；扭轉國際輿論高度關注美
國濫發美元的不利形勢，將輿論焦點從抨
擊美國量化寬鬆政策上轉移；幫助軍火工
業綜合體爭取國防預算和訂單，擴大國際
軍火銷售獲取巨額利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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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居全球第二

英報告：華將成超級科研大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越山 北京報道）面對中東及北非地緣政治局勢

緊張，美國巨額銀行有毒資產和高失業率等深層次矛盾依然嚴重，中國經

濟學家此間表示，當前必須警惕美國利用國際緊張局勢維護美元霸權。專

家建議，國際社會應要求美國停止濫發美元挽救天文數字的金融衍生品有

毒資產，避免美元危機不斷升級，防止美國右翼和軍工壟斷

財團尋找戰爭借口、轉嫁危機損失。

歐盟緊固件案
中國本周提上訴
外媒引述消息人士稱，中國本周將就歐盟緊固件

案裁決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上訴，因認為
WTO裁決未能充分支持中國。
WTO去年12月作出裁決，譴責歐盟對中國製造的

螺絲和螺栓徵收反傾銷稅。這些緊固件應用於汽
車、家電及機械製造行業。
儘管WTO的裁決站在中國一邊，但對於中國聲稱

歐盟對質量不同的緊固件進行不公平比較的說法，
WTO未予支持。歐盟已於上周五對該項裁決提出上
訴。前述消息人士稱，中國因此也將提出上訴。
根據WTO規定，中國提出上訴的最後期限是本周

三。 ■路透社

內地炒家進駐倫敦
成高端房產大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據萊坊

房地產經紀公司統計，在截至2月底的12個月時間
裡，內地投資者成為倫敦市中心高檔房地產市場花
錢最多的買家，平均花費650萬英鎊，超過同期在倫
敦買房的其他60個國家和地區的買家，而馬來西亞
和中國香港的投資者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平均花費
分別是620萬英鎊和550萬英鎊，去年首位的俄羅斯
跌至第四位，去年平均花費540萬英鎊。

海德公園區受歡迎
倫敦地產界指出，中國買家特別感興趣的房子包

括面對海德公園的房子、梅費爾區的房子或者瑪麗
勒地區和波特蘭街花園廣場的房子。據了解，最近
幾個月中國買家以1,175萬英鎊和2,575萬英鎊的價格
購買了聖詹姆斯區的兩棟物業。

韓總理訪華將會胡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應中國總理溫家寶

邀請，韓國國務總理金滉植預定於4月12日至14日正
式訪問中國，屆時將拜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分
別同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和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行會談，還出席由中國國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CPIT）主辦的午餐會。
金滉植是第五個訪問中國的韓國總理。金滉植同

中方就進一步發展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加強經
貿方面的實質性合作等問題，將廣泛交換意見。

西方某些主流媒體製造謠
言，說即將在南京舉行的
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是

「匯率研討會」，要討論人民
幣匯率，甚至有報道說，法國

總統薩科齊要來主持這次會議。這些國家還在「外匯儲
備」和「真實匯率」兩項指標下修正概念，企圖把自己
的意圖塞進會議：再次迫使人民幣快速升值，把矛頭指
向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

失衡無關人幣匯率
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本來十分清楚，主要是金融

衍生工具過度使用、主導世界經濟儲備貨幣之濫用、公
共債務有增無減以及南北經濟鴻溝加深等，而絕非人民
幣匯率所造成。人民幣匯率問題是被發達國家恣意炒

作，冠以各種莫須有的責任出現在世人面前的。這是發
達國家依靠強勢政治、強勢金融和強勢媒體三合一製造
假象的結果。它們視而不見2005年來中國政府在「主
動、漸進、可控」原則下堅持匯率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
就，不考慮自己內部的「失衡」，一味把「失衡」責任
推到別人頭上，這種做法既不公正，又缺乏科學依據。

失衡指標充滿爭議
毫無疑問的是，全球經濟要強勢復甦，必須克服經濟

失衡。G20各國財長、行長在今年2月18日至20日巴黎會
議上，專題討論了危及全球經濟失衡的五個指標，包括
經常性專案、公共赤字和債務、私人儲蓄率和債務。與
會者經唇槍舌劍，就衡量經濟失衡的一系列指標達成共
識，但就每項指標定義做出界定，還需花費極大精力和
交鋒。

用法國財政與就業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話來
說，對失衡指標的定義將「充滿爭議」，有可能很難取
得進展。

扭轉失衡七大要素
根據經濟危機進程和現今政經格局，扭轉經濟失衡應

當包括以下七大要素：對促進全球整體經濟強勢復甦有
利、對預防危機再生有利、對國際金融體制監管有利、
對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互有實惠有利、對促進全
球貿易大發展有利、對仍處於弱勢的發展中國家重振經
濟有利，以及對貫徹全球經濟、金融民主化有利。
外匯儲備也被說成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之一，

有人就想制定一個「封頂」的標準，矛頭無疑直指中
國。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來自貿易順差，美國人在大肆
抱怨雙邊經常賬戶赤字的同時，應該清楚，中國對美出

口產品的利潤大多流進了美國。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
舉。以美國蘋果公司的每台售價229美元的iPad為例，蘋
果公司專利設計營銷收入每台達163美元，而中國只拿
到4美元的組裝費。
與此同時，世人共知，中國外匯儲備的很大一部分投

資於美國政府的債券，從而對美國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穩
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地位謀私利，在此次經濟危機中已

經到了明目張膽，赤膊上陣的地步。美聯儲一而再地推
行量化寬鬆政策，開動印鈔機狂印美元，藉「美元貶值
戰」轉嫁危機，使許多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貨幣升
值，蒙受了巨大損失。這種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行
為，遭到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抵制。
南京研討會討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反映出國際社會

的一種共識：世界需要並正在緩步走向一個多極的儲備
貨幣體系。這個進程將有利於減少全球經濟對美元的依
賴，更加適合全球經濟的發展，更加有助於解決全球經
濟失衡。

南京國際貨幣會議針對中國？
吳永強

■專家呼籲國際社會要求美國停止濫發美元，避免美元危機不斷升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
報》引述英國媒體報道：英
國科技發展組織日前發佈報
告指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
將成為科技領域的超級大
國。中國將在2013年超過美
國，成為全球科研出版物數
量最多的國家。
據英國路透社28日消息，

英國皇家學會28日發佈題為
「知識、網絡、國家：21世紀
下的全球科技合作」科技調
研報告。其內容顯示，中國
和其它新興經濟體將成為科技領域的領
軍者，並對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傳
統的「科技強豪」發起挑戰。報告還指
出，一些科技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如
伊朗、突尼斯和土耳其等，科技發展速
度也將異常迅猛。

科技出版物兩年內超美
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盧埃林．史密斯表

示，在2002年至2007年期間，全球在科
研方面的花費增長了近45%，特別是在

發展中國家，這種增長更高達100%。而
這一增長勢頭主要由中國帶領。
報告內容還就主要國家的科技出版物

數量進行了分析。內容顯示，儘管美國
仍是全球最主要的科技出版物國家，但
所佔份額已從之前的26%跌落至目前的
21%。與此同時，中國在該領域的位置
已從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全球所佔比
例也從4.4%增至10.2%。據預計，中國
有望在2013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科
技出版物數量最大的國家。

全球綠能投資 中國持續居冠
香港文匯報訊 當中國持續致力成為

全球綠能投資的領導者之際，德國已超
越美國，成為全球清潔能源領域的第二
把交椅。
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報告指出，中

國一年前超越美國，成為綠能領導者，
儼然勢不可遏。中國能源投資在2010年

已達544億美元，較2009年增加39%。中
國生產佔全世界產量近半的風力和太陽
能發電組件。研究同時指出，德國在清
潔能源的投資倍增至412億美元，名列
全球第二。德國已增加對太陽能和風力
發電的投資，尤其是小規模的太陽能發
電計劃。 ■法新社

■外媒稱中國帶領全球科研增長。圖為浙江大學
化學系教授唐睿康在實驗室裡觀察新研究「倣生
骨」的合成情況。 新華社

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是天津市唯一在香港上市
的民營房地產企業，主要
從事住宅及商業地產的綜
合開發，業務涵蓋高端住
宅、別墅、商業、寫字樓
等多種物業類型。
據悉，融創．君瀾項目

佔地12萬平方米，總建築
面積約28萬平方米，產品
包括高層、小高層和洋
房，項目周邊有湖泊、河
流、森林、濕地等優越的
生態自然資源，同時五分
鐘步行半徑之內還有商
業、商務、酒店等服務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3月26日，由天津融創鼎晟置地

有限公司承建的北塘融創．君瀾項目開工，預計今年底實現主體竣工。

天津市委副書記、濱海區委書記何立峰，區委副書記、區長宗國英出席

開工儀式。

濱海融創．君瀾項目啟建

天津石化兩月盈利抵去年

■融創．君瀾項目開工奠基儀式，何立峰（左二）、宗國
英（左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越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濱海時報》報道，記
者日前從天津石化公司獲悉，該公司依托
百萬噸乙烯及配套項目，積極優化產品結
構和生產流程、降本減費。今年1至2月，
公司實現利潤相當於去年全年利潤的總
和，效益排名躍居中石化煉化企業前列，
取得了歷史性突破。

據悉，天津石化作為全國最大的乙烯生
產企業和華北地區最大的煉油加工基地，
目前，煉油一次加工能力達到了1550萬噸/
年，乙烯生產能力120萬噸/年，每年可為
社會提供高質量成品油587萬噸、乙烯等化
工基礎原料320萬噸、高端合成樹脂和化纖
150萬噸、液化氣等其它產品75萬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