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倡重啟中日東海劃界談判

深圳文博宮爭當文化產業「領頭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特約

通訊員　李昌戰　深圳報道）記者28
日在深圳文博宮召開的媒體座談會上
獲悉，文博宮將於12月3日至4日，舉
辦文博宮文化旅遊推介會、中國（深
圳)文博宮古玩藝術品國際交易中心二
期開業暨中國（深圳）非遺博覽會啟
動儀式，與深港近百家旅行團簽訂戰
略合作協議，正式拉開「文化＋旅遊」
的精彩序幕。屆時，將有中國專家免
費鑒寶，北京博物館、台北博物館、
軍事博物館仿品聯合展銷等一系列活
動。

形成綜合文化產業鏈
深圳文博宮是目前內地單項面積最

大的古玩珠寶藝術品博覽中心，涵蓋
傳統的古玩珠寶幾乎所有文化藝術品
項目，傳承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以
高端化、國際化、精品化經營策略，
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全面涵蓋古
玩珠寶、玉器、陶瓷、書畫、銅器、
雜項和工藝品及藝術品等諸多項目，
創建集展銷、鑒定和拍賣為一體的國
際性古玩藝術品交易平台，構建文化

創意、工藝製作、藝術沙龍、創作體
驗、展示交易、休閒旅遊為一體的綜
合性文化產業鏈。

南方最大仿古建築群
據介紹，深圳文博宮首期投資總額

20億元，面積達16萬平方米，是南中
國最大的仿古建築群，是跨越秦漢唐
宋元明清多個歷史朝代的建築融合
體，開創了海內外先河。文博宮二期
項目美麗193大街，以世界193個主權
國家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為原型摹本，
囊括世界建築精華，佔地5,000畝。創
建全球唯一「萬國建築與藝術博覽
會」，將世界各國的藝術精品選項引
進，同時推動中國藝術品走向世界。
據了解，文博宮以「文化＋科技」

「文化＋旅遊」「文化＋金融」為特徵
的文化發展新模式，今年首次亮相
「第七屆（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
會」，接待遊客達17萬人次，交易額總
共15億元人民幣，並成為「國家文化
產業示範基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基地」，㠥力打造成為深圳文化產
業「領頭羊」。

獲國家領導人高度評價
今年5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長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陪同下，視
察了深圳文博會分會場文博宮；8月
12日，來深圳出席第26屆世界大學生
運動會開幕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
劉雲山也考察了文博宮文化藝術品
國際交易中心。他們都對文博宮予
以高度的評價。

一天盡覽五千年文化縮影
這個將旅遊和文化有機融合，以

天為帷幕、以地為舞台、以華夏五
千年為背景、以「非物質遺產」和
「傳統民俗文化」，譜寫「中國新型

文化產業」的新篇章。
記者在走訪中看到，文博宮建築

群有秦漢大街、唐宋大街、明清大
街三條主題大街，匯集中國七朝建
築風格和文化，街道寬敞，古韻悠
長，步步皆景，處處如畫。三大特
色街道茶莊雲集，古玩匯聚，藝術
品薈萃，迄通數里，移步換景，人
在景中，景在畫中。還有宮內外的
燈光和水景，設計都別出心裁。歷
史文化長廊雄偉壯觀，匯集56個民
族的風情藝術品，宮殿式的體驗美
輪美奐，情景式的民族風情令人陶
醉，置身其中，彷彿感受的是千古
風采和朝聖文化。遊客在此，幾乎
一天可博覽中國五千年文化縮影。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共同社報道，多名中日關係消息
人士28日透露，中國政府日前提議重啟自2003年年底
中斷至今的中日東海劃界談判。

釣魚島主權問題勢成焦點
一旦談判重啟，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的

主權問題勢必再次成為雙方的爭論焦點。日本政府認
為「尖閣諸島不存在領土問題」，中方則可能意在通過
談判凸顯出領土問題，迫使日方承認問題存在。
另一方面，對於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解決問

題的原則，日方並無異議。重啟談判並不等於承認領
土問題的存在，預計日方將基本接受中方的提議。
據消息人士透露，野田佳彥首相12月訪華時將就建

立中日海上危機管理機制與中方達成協議。雙方可能

會在研究構築機制的「對話平台」下設小委員會之類
的框架，就對海洋法的解釋等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日方主張按照「中日中間線」劃界，「尖閣諸島」

是中間線南端的測定基點。
中方則主張本國大陸架延伸至沖繩海溝，擁有這一

海域的海洋權益。在北京的外交人士認為「談判長期
化在所難免」。

東海劃界談判03年底中斷
中日兩國在1997年簽署漁業協定和2008年就東海油

氣田共同開發達成共識時，均擱置了東海劃界問題。
中日東海劃界磋商是指日本和中國依據《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就東海海上專屬經濟區（EEZ）和大陸架
等劃界問題舉行的談判。

中日兩國批准海洋法公約後從1996年12月起就海洋
法、漁業等問題展開正式磋商。在1997年2月的第2輪
磋商中，雙方同意擱置劃界問題並於同年11月簽署漁
業協定。
1998年8月起雙方開始就中日東海劃界問題舉行磋

商，但談判在2003年12月中斷。

李克強訪日或延至明年
另據共同社28日電　多位熟悉日中關係的消息人士

28日透露，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對日本進行正式
訪問的日期，已由原來計劃的今年年內延期至明年。
由於日本首相野田佳彥12月中旬訪華的行程已經敲

定，李克強訪日日程做了調整。據悉，日中已商定每
年進行一次首腦級互訪。

據財新網28日報道

在前建行董事長郭樹
清卸任一個月後，新
任黨委書記如期而
至。11月28日下午，
組織部門在建行的幹
部大會上正式宣佈，
由57歲的前央行紀委
書記王洪章（見圖）

出任建行黨委書記。
據知情人士透露，

王洪章從29日起正式履新，逐個聽取各個部門的匯
報，力求盡快熟悉建行的情況。
知情人士還透露，周中將召開董事會，對其出任

董事長進行表決。
調任央行前，王洪章曾在工行任職多年，歷任工

行青島市分行行長助理、辦公室副主任、資金計劃
部副主任、營業部總經理等職，基層經驗和信貸管
理經驗應較為豐富。1996年他調任央行，先後任稽
核監督局副局長、內審司司長及央行成都分行行
長，2003年成為央行黨委委員、紀委書記，目前為
央行排名第一的副職。

央行紀委書記王洪章
任建設銀行黨委書記

據財經網28日報道

闊別中國農業銀行近
16年後，蔣超良（見

圖）即將重裝回歸，
任農業銀行董事長。
在回歸農行之前，蔣
超良在國家開發銀行
擔任了三年的副董事
長兼行長。
現年54歲的蔣超

良，1981年湖南財經
大學(現湖南大學)畢業就進入了農行工作，15年間歷
任資金計劃部計劃處處長、綜合計劃部主任助理、
青島市分行副行長，以及總行綜合計劃部副主任、
綜合計劃部主任、國際業務部總經理。
在其至今30年的職業生涯中，除擔任了約兩年的

湖北省副省長外，其餘時間都沉浸在中國金融系統
中。1996年進入中國央行，從銀行司副司長、深圳
分行行長、廣州分行行長，直至央行行長助理。
蔣超良在任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期間，帶領交行

完成了重組-引資-上市「三步曲」，成為第一家海外
上市的國有股份制銀行。

闊別16年回農行
蔣超良任董事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據國
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消息顯示，前10月，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41,217億元，同比增長25.3%，
較前9月下降1.7個百分點。其中，10月當月實現利
潤4,383億元，同比增長12.5%，增幅延續了二季度
末以來的持續下降趨勢。分析人士認為，工業指標
的下降反映了下半年內地經濟正平穩放緩。
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

現利潤12,519億元，同比增長16.6%；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10,723億元，同比增長11.6%；
私營企業實現利潤11,749億元，同比增長44.3%。

前10月工企利潤逾4萬億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潘恆 杭州報

道）11月26日，在
杭州舉行了2011長
三角（中國）動漫
教育高峰論壇暨中

國大學生動漫作品大賽。杭州市委副書
記葉明，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
任馬達，以及中國動漫界前輩等百餘名
領導和嘉賓出席。同時，由內地各動漫
專業高等院校共同合作組成的長三角動
漫教育聯盟在杭州成立。

杭州急需動漫人才
近幾年杭州的動漫產業飛速發展，國

際動漫節已在杭州舉行七屆。杭州市委
副書記葉明強調，文化建設是中國發展
總體佈局、宏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議出台，是今後
一個時期國家文化改革與發展的綱領性
決定。這讓作為文化歷史名城，同樣是
正在打造「全國文化創意產業中心」的
杭州，愈加堅定了把握時代文化發展脈
搏、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大發展的信念和
信心。葉明對本次論壇寄以厚望，認為
當下動漫產業急需優秀人才和先進培養
模式。

致力打造動漫之都
本次大賽共收到來自全國各地62所高

校的近1,200件動漫作品，其中動畫437
部，漫畫704幅。大賽執委會主任王鋼
說，杭州正在打造「動漫之都」，每年都
會舉行大規模的中國國際動漫節。本屆
論壇的成功舉行，旨在為杭州動漫產業

提供人才庫、思想庫、人才的孵化基地。
會上啟動了杭州市動漫遊戲產業扶持項目《昆蟲

聯盟》系列動畫片，由北京大學、北京電影學院、
上海戲劇學院等專業動漫院校成立了長三角動漫教
育聯盟。中國動漫教育界交流合作、資源共享的格
局進一步形成。

長
三
角
動
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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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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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壽命僅2.9年 生存環境急待改善

工信部：將政策支持中小民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有關數據顯示，中國

民營企業平均壽命僅有2.9年。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民營企業「短命」

的一個外部原因是目前的法治環境尚有待提升，與國有企業相比，

民營企業還處於劣勢。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昨日召開全國中小企業

工作座談會，工信部部長苗圩表示，完善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

範平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科技

型、創業型和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優化中小企 將予多項政策支持
苗圩表示，要將中小企業放到和大項

目、大企業同樣的位置，給予政策支
持；減稅減費，中央、地方政府給企業
鬆綁。同時，將為小微型企業提供配套
補助資金，部分稅收予以返還。另外，
將協調金融部門對於新設立的小型微型
企業進行金融服務支持。
苗圩指出，目前政府部門的認識還不

夠，下一步中小企業除了做到「專、
精、特、新」，還要實現企業的按照產
業化分工，產業鏈佈局，實現集群發

展，「徹底改變過去村村點火，戶戶冒
煙的狀況」。對那些不符合國家產業政
策，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中小企業予
以淘汰。

建國家中小企公共服務示範平台
會上，工信部正式授牌首批99家「國

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平台」，推動
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服務質
量，優化服務環境。工信部將對示範平
台實行動態管理，每3年覆核一次，將
示範平台的服務質量擺在第一位。
據工信部《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

範平台管理暫行辦法》，經評審和公示
最終確定授予北京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心、山西省中小企業監測鑒定中心、哈
爾濱市動力科技創業中心等99個平台
「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平台」稱
號。
工信部總工程師朱宏任介紹，根據

《「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十
二五」時期中國將重點培育500個國家
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平台，支持建立
和完善4000個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台，
廣泛帶動社會服務資源，主動開展企業
公益性服務，為中小企業又好又快發展
發揮支撐和示範帶動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

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當前中國中小企業經營

困難，根源在於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

化，導致經營環境發生變化。中國經

濟多年高速發展，再加上「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經濟發展到了高成本階段，成本全面上升，中小企

業利潤全面被攤薄，過去依靠低成本獲得高利潤的

情況已經不存在。

張文魁指出，中小企業「短命」，一方面說明中小

企業自我調整能力非常強，不能盈利了會很快退

出，這是優點；另一方面，也說明經營非常不穩

定，環境變化適應能力特別差。

政府須放寬准入限制
張文魁表示，面對困境，中小企業應該認識到，

未來的路肯定是「三轉一退」：第一是轉移，第二

是轉業，第三是轉型。轉移就是地域上的轉移，從

過去沿海地區成本高的地區，向中西部成本低的地

區轉移，甚至往國外轉移。轉業是從製造業轉向服

務業，因為製造業現在很擁擠了，但是服務業在中

國有很大的空缺。第三是轉型，對中小企業來說轉

型不是做研發和做自主品牌，而是提高產品質量，

提高製造的精度，使產品變得更耐用。此外，一批

中小企業無法實現「三轉」，就要「一退」，主動退

出市場，倒閉是被動的，退出是主動的。他說：

「政府要給中小企業鬆綁，打破中小企業進入諸多行

業的限制，減輕負擔，加大金融扶持的力度。」

外部法治環境待完善
張文魁表示，中國中小企業法律意識缺失問題長

期存在，但是近年來，應該說法律意識越來越強，

值得肯定。

著名律師靳學孔稱，從法律角度看，中小企業自

身基礎薄弱，抵禦風險能力低；從業人員普遍素質

不高，在食品安全等領域缺乏誠信經營也對企業發

展不利，這類企業前途不被看好。另外，有的企業

虛假註冊資金，從事虛假經營的事件也多有發生。

「三轉一退」逆境謀出路

■工信部將完善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範平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圖為廣
東一家民營企業生產線。 資料圖片

■文博宮六號館。

■深圳文博宮首期投資2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