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上市公司知識產權保護聯盟成立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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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國外貿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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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總值同比重回增長

進出口總值 2.86

萬 億元，同比增長
1.8%，扭轉了9月以
來連續兩個月同比下

降的態勢。

進口由降轉升

進口 1.29 萬億

元，增長 2.5%，進
口增速時隔三個月首
次轉正。

民企成第一大外貿主體

前11個月民企進出口
額同比增長10.4%，高出
整體增速8個百分點，其中
出口增速高達12.4%，佔
中國外貿比重達

42.5%。

■■

整
理
整
理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海
巖
海
巖

1111
月
外
貿

月
外
貿
成
績
單

成
績
單
三
大
亮
點

三
大
亮
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由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
主辦的「首屆中國知識財富論壇暨中國
上市公司知識產權保護聯盟成立大會」8
日在深圳舉行。大會圍繞「知識產權、
科技創新、資本市場」等領域的前沿和
難點問題進行研討，並宣佈成立「中國
上市公司知識產權保護聯盟」，三大互
聯網公司「BAT」為首批會員單位。
據悉，聯盟旨在整合國內外知識產權

領域高端知識與人才資源，協助企業解
決中國市場經營和全球市場佈局過程中
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和挑戰，幫助企業通
過上市融資等資本化渠道獲得更快更好
的發展，以建立與企業長遠發展相匹配
的知識產權運營和保護體系。聯盟倡議
發起單位包括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
研究會、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

護理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基地、中
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法律服務中心
等，聯盟成員包括海內外上市公司、創
新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行業協
會和其他社會團體，首批會員單位中有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北京
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和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

籌建論壇聚國內外專家
大會還宣佈將籌建「中國知識產權50

人論壇」，旨在以全球化的思維聚集國內
外跨領域、跨學科、跨國界的知識產權專
家學者和研究成果，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
革和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等重大問題獻
策獻力。300餘位專家學者與企業代表出
席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廣州報
道）為促進涉外法律服務發展，由中華全
國律師協會（全國律協）發起成立的「一
帶一路」律師聯盟8日在廣州成立，並選
舉產生第一屆理事會。據了解，聯盟創始
會員有85個，包括來自36個國家和地區的
律師協會、律師事務所、法律機構和律師
個人。聯盟總部及秘書處設在北京，以中
文和英文為官方語言。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建設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打造「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的倡議。六年來，倡議受到國際社
會廣泛認可。聯盟首任主席、全國律協會長
王俊峰表示，「一帶一路」建設在設施聯
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方面彰顯出持久的
法律服務需求和廣闊的法律服務前景，迫切
需要建立專門應對的法律服務平台。
為此，全國律協發起成立「一帶一路」
律師聯盟，並於8日下午召開第一屆會員
大會第一次會議和第一屆理事會第一次會
議，審議通過了《「一帶一路」律師聯盟
章程》，選舉產生第一屆理事會。王俊峰
當選聯盟首任主席，新加坡律師協會會長
格雷戈瑞．維賈延德蘭、印度律師協會候
任會長普拉桑特．庫馬爾、全國律協副會
長張學兵、韓國律師協會會長李贊熙當選

聯盟副主席，全國律協國際事務高級顧
問、副秘書長康煜當選聯盟秘書長。

主席：冀香港積極參與
據悉，該律師聯盟亦是全國律協發起成

立、在中國登記註冊的首個國際性律師組
織，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律
師協會、法律機構等組織以及律師個人自
願結成的非政府、非營利性的國際性專業
組織。聯盟以促進「一帶一路」有關國家
和地區律師及律師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為
目標，推動涉外法律服務發展，為「一帶
一路」建設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支
持，遵守登記地國憲法、法律、法規和國
家政策。
王俊峰表示，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環

境與國際接軌，國際法律人才眾多、訓練
有素，希望香港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法
律合作事業中，加入「一帶一路」律師聯
盟，發揮獨特作用。
他還表示，「一帶一路」律師聯盟的成立

是整個中國律師行業發展的突出表現之一，
表明中國律師未來將在國際法律合作、推動
國際化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介
紹，聯盟未來將積極發展聯盟會員，不斷壯
大聯盟的「朋友圈」，構建常態化法律服務
網絡，不斷擴大聯盟的國際影響力。同時，
還要與「一帶一路」相關組織和其他國際律
師組織建立溝通協調機制，積極開展國際律
師交流合作活動，「當然，還要加強聯盟自
身建設，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國際律師組織
運作機制和模式。」

■「 一 帶 一
路」律師聯盟8
日在廣州成
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一存 攝

「帶路」律師聯盟成立 創始會員逾30國 中國上市公司知產保護聯盟成立

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
今年以來國際經濟貿易增長放緩，中

國對外貿易保持較好的韌性，進出口增速
平穩，同時，進口由降轉升反映國內需求
改善，民營企業成為第一大外貿主體。

中美貿易總值同比降11.1%
在貿易戰升級一年多後，美國已降至中
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前11個月，中美貿易
總值同比下降11.1%，其中中國對美國出
口下降8.4%，自美國進口下降19.5%，對
美貿易順差收窄3%。
中國與東盟、歐盟前兩大貿易夥伴的貿

易繼續保持較快增速。前11個月，中國與
東盟貿易總值增速達12.7%，貿易順差同
比擴大約七成；中歐貿易總值同比增長
7.7%。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
區合計進出口額增長9.9%，佔中國外貿總
值的29.3%。
另外，前11個月中國機電產品出口額同
比增長4%，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額增
長5.7%。這些都是此前外界擔心會因中美
貿易爭端受到衝擊的產品。平板電腦、太
陽能電池、金屬加工機床等高附加值產品

出口亦保持較快增長，分別同比增長
11.9%、51.1%和15.3%。

民企進出口同比增長10.4%
民營企業成為外貿主力軍，進出口增速

加快，佔比提升。前11個月，中國民營企
業進出口額同比增長10.4%，高出整體增
速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增速高達12.4%。

民企佔中國外貿比重已達42.5%，成為中
國第一大外貿主體。目前，中國一半以上
的出口、30%以上的進口都來自民營企
業。
李魁文表示，下一步還將積極探索支持

舉措，特別是在通關、稅收、企業管理、
檢驗檢疫等方面，為民營外貿企業發展創
造更為便利的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海關總署8日發佈數據顯示，11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

口總值2.8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8%，扭轉了9月以來連續兩個月同比下降

的態勢。當月出口共1.57萬億元，增長1.3%；進口1.29萬億元，增長2.5%，進口增速亦時

隔三個月首次轉正。前11個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28.5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2.4%，其中，出口同比增長4.5%，進口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貿易順差擴大34.9%。

11月中國外貿重拾增長，進口增速由降轉升。專家
表示，今年以來外貿保持平穩增長，顯示具有較強韌
性，但未來外需仍存不確定性，應以內需對沖外需，
繼續加大政策力度保持「六穩」。

廣發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表示，11月出口恢復增長，但考
慮到基數不高，且前期海外經濟表現尚可，這一增速略低於預期。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美推進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取得進展的情況下，
11月中國對美出口降幅擴大至23%，顯示貿易摩擦的影響進一步小
幅上升。但好消息是，對東盟出口增速繼續上升，對越南出口累計
增速進一步提高16.6%，部分抵消了對美出口的下行。

至於進口增速轉正，郭磊認為，從具體產品看，一是大豆進口顯
著增加，由上月下降10%提高到54%；二是汽車進口偏強，從上月
下降25%轉為增長22%；三則代表新產業的集成電路等進口較快。

內需平穩人幣走強有利進口
有觀點認為，進口加快增長，尤其是大豆進口激增，反映國內生

豬生產改善帶來的需求增加，也可能是中國在貿易談判中釋放善意
的體現，大豆、豬肉等農產品自美進口增加。

郭磊認為，在外需存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以內需對沖外需仍是
一個大的方向。政治局會議繼續定調「六穩」，強調基礎設施建
設、區域經濟佈局（都市圈化）、科技創新。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11月中國對除韓國以外的
新興市場出口增速均回升，對美出口的下滑和對新興市場出口的強
勁，可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規避關稅的轉口貿易行為。他預計，
2020年出口增速可能維持小幅增長。而在進口方面，內需維
持平穩、人民幣走強會對進口有一定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以內需對沖外需
加大力度保「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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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保持

今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保持

較好的韌性
較好的韌性，，進出口增速平穩

進出口增速平穩。。

圖為在浙江舟山港

圖為在浙江舟山港，，吉利的出口
吉利的出口

汽車正在進入貨船

汽車正在進入貨船。。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 1111 月出口共月出口共 11..5757 萬億萬億
元元，，增長增長11..33%%。。圖為河北圖為河北
省安平縣一家絲網企業工人省安平縣一家絲網企業工人
在生產車間工作在生產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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