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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于1
月 16日至 20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
举办。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经济论坛
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再次于冬
季在达沃斯举办线下会议，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世界期盼在危机中看到
曙光，期待全球经济走出阴霾，恢复
正常增长。

全球面临多重风险

本届年会主题为“在分裂的世
界中加强合作”。当今世界正面临
多重危机：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
突，以及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等。各
国领导者亟需寻找解决方案。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2023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冲突和地缘
经济矛盾已经引发一系列深度关联
的全球风险。未来两年，能源和粮
食供应不足将继续困扰世界，生活
成本和偿债成本将急剧上升。与此
同时，这些短期风险将破坏国际社
会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长期挑战而开展的各项行动。

站在十字路口，世界向何处
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
席施瓦布反复强调“合作”的重要
性。他日前在一次视频讲话中表
示，当今世界确实面临很多危机，但
更令人担心的是危机心态导致的短
期决策行为，这或将导致世界面临
破坏性后果。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
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
年面临全球性衰退风险，风险源自战
争、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等，本届
年会是在几十年来最复杂的地缘政
治和经济冲突背景下召开的。

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形势虽然严峻，但世界仍有望
获得走出危机、再次蓬勃发展的动
力。本届年会前夕，世界经济论坛
多名管理人士都对此表达了乐观和
期待。

布伦德说，本届年会除了吸引
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参

会外，还吸引了众多财政部长、央行
行长和贸易部长与会，表明世界各
国热切希望加强沟通，共同解决当
前面临的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委员会成员
米雷克·杜谢克说，今年有来自700
个组织的 1500 多名负责人注册参
会。他表示，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清
洁能源投资，将成为本届年会关注
重点之一，这些将为全球增长增添
新动能。

世界经济论坛自然和气候中心
主任梁锦慧表示，本届年会还将关
注世界面临的最迫切的环境问题，
并将重点讨论如何重塑和奠定新的
农业产业体系基础。

据悉，本届论坛将侧重五大议
题：如何解决当前能源和粮食危机，
如何应对当前的高通胀、高负债，如

何应对工业不景气，如何解决当前
社会脆弱性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地
缘政治风险。

中国贡献受到瞩目

多位专家认为，面临分化的世
界，中国一直发挥着“稳定器”的作
用，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量。

“各国应该再次尝试寻找合作
领域，而非相互对抗，”布伦德说，

“中国为团结关键利益攸关方发挥
了重要作用，强调继续开展相互贸
易的重要性，这一点我认为很重
要。”

布伦德认为，中国优化调整疫
情防控措施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

“我认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提
出的倡议至关重要……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对于推动其他新兴经
济体发展很重要。”他说。

谈及应对气候问题和新能源投
资带来的增长潜力，布伦德指出，中
国是当今世界最大太阳能和风能生
产国，可再生能源有利于环境和气
候，而且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
娅·扎希迪在年会开幕前夕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优化调
整疫情防控措施将极大地推动全球
经济增长，并为全球中长期发展提
振信心。

她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保护环境方面采取的措施，以及中
国的技术和创新都将产生全球影
响，中国对促进全球合作的作用至
关重要。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15日电

世界期盼在危机中看到曙光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前瞻

这是1月15日在瑞士达沃斯拍摄的世界经济论坛标志，本届年会主题为“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月 16 日电 地
理标志保护对于推动区域特色经
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传承传统
文化、促进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
义。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
护司司长张志成16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加
强地理标志合作，截至目前双方
累计实现244个产品的互认互保，
有效扩大了我国地理标志的国际
影响力。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地理标
志对外合作，落实中欧、中法、中
泰等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协定、

协议，参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地理标
志保护国际合作。其中，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是我国签订的第一个全面
的 、高 水 平 的 地 理 标 志 双 边 条
约。近期，中欧第二批清单互认取
得新进展。

张志成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
依法受理了来自欧盟的175个地理
标志保护申请，覆盖了西班牙、法
国、意大利、德国、希腊等22个欧盟
成员国，产品类别集中在葡萄酒、
烈酒、肉制品、奶制品和橄榄油等5
大类别，占清单总数的 90.9%。欧
盟委员会也受理了我国的金华火

腿、太平猴魁茶、富平柿饼、泸州老
窖酒、涪陵榨菜、宁夏枸杞等 175
个地理标志的申请，产品类别覆盖
了酒类、调味品、茶叶、肉制品、中
药材、手工艺品、水果等。中欧双
方已顺利完成350个产品清单公示
工作。

“两批清单覆盖了中欧双方特
色鲜明、家喻户晓的地理标志品
类，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实施工作也
进入了新阶段。预计‘十四五’末，
中欧双方地理标志互认互保的规
模将稳步扩大到 550 个左右。”张
志成说。

中欧加强地理标志合作
双方累计实现244个产品互认互保

新华社北京 1月 16 日电 市场
监管总局16日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
准，涉及消费品、道路车辆、安全生
产等领域，与经济社会发展、百姓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

在食品消费品领域，家用燃气
具、吸油烟机、实木复合地板等标
准，对产品使用体验的性能进行
了优化，满足行业技术升级和绿
色发展的需求。电动自行车电气
安全、充电器及集中充电设施标
准，针对目前电动自行车在充电
过程中引发燃烧火灾 事故的现
状，对充电器在防火阻燃、热失
控、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等方面提
出更高要求，切实保障电动自行
车使用者的安全。

在道路车辆领域，道路车辆功
能安全系列标准，提出了电控系统
在全生命周期内的功能安全要求，
可有效避免车辆电控系统由于电子
电气系统的随机硬件失效和系统性
失效而导致车辆失控、人员伤亡等
事故风险。旅居车辆标准，明确旅
居车辆（俗称房车）居住用电气系统
安全通用要求，为房车出游的家庭
提供安全保障。

在装备材料领域，产品几何技
术规范系列标准有助于规范精密
测量市场 。钢渣硅酸盐 水泥标
准，有助于促进水泥行业和钢铁
行业的绿色低碳生产。防止儿童
开启包装标准，将有效避免儿童
由于开启包装或误食而造成的意
外伤害。

在绿色发展领域，采矿沉陷区
生态修复标准，规范了采矿沉陷区
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有利于提高沉
陷区生态修复效果和维持修复效果
的长久性。煤矿矿井水利用标准，
将进一步加大非常规水源的替代，
提高煤矿矿井水利用率，助力建设
节水型社会。

在安全生产领域，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和化工园区开发建设
标准，对加强危险化学品的仓库
仓储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电
化学储能电站标准，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安全性，可有效保障电化
学储能电站安全稳定运行。电网
运行标准，是一项以综合技术手
段维护和促进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的技术管理型标准，为我国电网
安全运行和转型发展提供了可靠
保障。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一批经济社会领域
重要国家标准

A股周一全线走高，沪指涨超1%
收复 3200 点，深成指、创业板指盘中
涨超2%；港股午后回落走低，恒生科
技指数一度跌超2%。

具体来看，A股方面，两市股指盘
中强势拉升，沪指涨超 1%站稳 3200
点，深成指、创业板指、上证 50、科创
50指数盘中均超2%，尾盘指数略有收
窄；截至收盘，沪指涨1.01%报3227.59
点，深成指涨1.58%报 11785.77点，创
业板指涨1.86%报2539.52点，上证50
指数涨1.68%；两市成交额明显放大，
全日成交9171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增
加超2100亿元；北向资金仍延续强势
流入，全日净买入近160亿元，连续两
日加仓超百亿；且开年以来仅1日小幅
净流出，近9个交易日累积加仓近800
亿元。

两市热度升温，约3900股飘红，券
商板块再度扛起领涨大旗，山西证券、
湘财股份涨停，广发证券涨约8%；半
导体、软件板块强势拉升，财富趋势、
芯朋微涨超 10%，榕基软件、太极股
份、久其软件等涨停，业绩大幅预降的
韦尔股份大涨超8%；CXO概念表现活

跃，博腾股份（维权）、毕得医药涨超
14%，美迪西涨超10%，凯莱英涨停；
酒类股亦走高，老白干酒涨停，五粮液
涨4%重返200元上方，贵州茅台突破
1900元大关。

消息面上，近日证监会发布了《证
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强调了经纪业
务属于证券公司专属业务，未经证监
会核准持牌展业构成违规等内容。

方正证券指出，证券经纪业务是
券商的传统及基础业务，由于证券经
纪业务同质化严重，在行业竞争激烈
的背景下，近几年佣金费率有所下
滑。此次《管理办法》的出台，预计将引
导证券经纪业务转向以客户为中心，注
重客户本身与其实际投资的匹配度，
增强证券经纪业务的透明度和合规
度，提高业务质量，持续助推行业规范
有序发展。同时，《管理办法》规定，收
取的佣金不得明显低于证券业务服务
成本，不得使用“零佣”“免费”等用语
进行宣传。此举有助于引导并规范证
券行业经纪业务高质量发展，同时有
助于缓解市场对于行业费率快速下滑
的担忧。 （新财）

券商扛起领涨大旗
白酒、医药联袂拉升，北向资金狂买800亿元

新华社香港 1月 16日电 香港恒
生指数16日涨8.06点，涨幅0.04%，收
报21746.72点。全日主板成交1407.7
亿港元。

国 企 指 数 跌 40.84 点 ，收 报
7350.34点，跌幅0.55%。恒生科技指
数跌 48.06 点，收报 4506.72 点，跌幅
1.06%。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跌
0.32%，收报370.2港元；香港交易所跌
1.46%，收报 363.4 港元；中国移动跌
0.72%，收报 55.1 港元；汇丰控股涨
2.07%，收报56.65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涨

0.91%，收报49.9港元；新鸿基地产涨
1.02%，收报 108.6 港元；恒基地产涨
3.78%，收报28.85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涨
0.68%，收报 2.98 港元；建设银行涨
0.59%，收报 5.09 港元；工商银行涨
1.19%，收报 4.25 港元；中国平安跌
2.17%，收报 60.8 港元；中国人寿跌
0.53%，收报14.9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涨0.5%，收报4.01港元；中国石油
股份涨1.31%，收报3.88港元；中国海
洋石油涨0.38%，收报10.5港元。

港股16日涨0.04%
收报21746.72点

新华社杭州 1月 16 日电 旨
在拓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的
《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
例》，16日经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将于
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条例从创业扶持、创
新推动、市场开拓、财税支持、融
资促进、服务措施、权益保护、监
督检查等方面，明确了各方主体
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举措
和责任。

例如，为降低中小微企业创业
的制度性成本，条例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优先支持通过工业

用地整治改造、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等方式，保障小微企业园建设用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属的检测
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检验检测服
务的，应当按照规定减免费用。

在财税支持、融资促进方面，条
例明确各级财政应当在预算中安排
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和完善为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政策
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健全风险补
偿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资本持
续补充机制等。

在帮助中小微企业开拓市场方
面，条例规定政府采购不得对中小

微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要求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产品
纳入创新产品推荐目录，并要求政
府通过支持境外参展、组织商务洽
谈等方式，提高中小微企业国际市
场开拓能力，并为中小微企业开展
跨境投资贸易提供指导和帮助。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现有各
类市场主体943万户，小微企业占企
业总户数超九成。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微企业发
展面临市场准入、要素使用、融资促
进等方面的痛点、难点，要通过修订
和完善相关条例的方式，为民营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

浙江立法拓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

1 月 16 日，工人在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一
家食品加工厂检查咸鸭蛋包装
质量。

春节将至，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食品企业
开足马力，积极生产加工三穗
鸭、咸鸭蛋等农特产品，保障市
场供应。

新华社发

贵州三穗：开足马力生产加工年货食品 新华社华盛顿 1月 15日电 美国
《华尔街日报》15日公布的最新季度调
查结果显示，经济学家预计，在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大举加息背景下，美国
经济未来一年内或将出现温和衰退。

这项于1月6日至10日对71名经
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在
未来 12 个月出现衰退的概率高达
61%。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虽然
美联储期望通过让经济增长放缓而非
全面萎缩来降低通胀，但经济“软着
陆”不会实现，高通胀和美联储抑制通
胀的政策努力将成为今年美国经济面
临的最大风险。

调查显示，按年率计算，美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今年第一季度或仅增长
0.1%，第二季度将萎缩0.4%，第三季度
将为零增长，第四季度将增长 0.6%。
2023年全年，美国经济或仅增长0.2%。

受访经济学家对美国通胀预期相

对乐观，预计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涨幅有望在今年底降至
3.1%，低于2022年10月预测的3.3%。

不过，受访经济学家不看好美国
就业形势，预计美国企业将从今年第
二季度开始加速裁员，全年非农业部
门就业人数将月均减少7000。

此外，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
今年需要将利率水平升至5%，同时多
达51%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将在年内
开始降息。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布雷特·瑞
安和马修·卢泽蒂认为，尽管近期数据
反映美国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服务业核心通胀率依然高企，
劳动力市场“历史性紧张”状况无法缓
解，表明美联储仍有“很长的路要
走”。他们预计，美联储将保持紧缩政
策，而这将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和经
济衰退。

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经济年内或陷入衰退

新华社东京1月16日电 东京股市
两大股指16日继续下跌。日经225种股
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14%，东京
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88%。

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日元
走强对出口类股票形成重压，东京股
市两大股指当日低开。随后，银行股
被抛售，投资者谨慎关注日本央行政
策走向，避险抛售操作增加，大盘跌幅

扩大。
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下跌 297.20

点，收于 25822.32 点；东证股指下跌
16.77点，收于1886.31点。

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
个行业板块多数下跌，银行业、海洋运
输业、有色金属等板块领跌，石油及煤
炭制品、纤维制品、其他金融业等板块
上涨。

东京股市继续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