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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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司法鉴定、项目管理等 周培康 上海高校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监理甲级、市政监理乙级及相关领域的八技服务 李 栋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利、水电、新能源、环境工程、建筑 石小强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咨询，房地产及无形资产的评估 杨伟暾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境内外工程咨询、勘察和设计等 申伟强 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土地评估、经济信息咨询等 杨云林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监理 徐大同 上海久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培训服务、情报服务 赵 涛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公用等工程的规划、设计、咨询、审图业务 王 炯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改制重组、人力资源、组织运行、战略咨询 祝波善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勘测、设计、监理。国（境）外办企业工程环境评价 周 军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等 古林恒雄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国际国内招标、货物与技术进口、工程咨询、投资咨询 童 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社会、经济、法律领域内从事科技经营业务 陈国梁

上海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杨台英 上海东滩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顾问、项目管理顾问、可行性研究、市场规划等 朱跃军

上海联合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招标代理、工程监理、工程造价等 孙 睿 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各种审计查帐业务、验资、投资监理、工程造价咨询 潘久文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公路行业、市政行业、建筑行业规划设计；咨询 杜 勤 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验资、造价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投资机会研究 计安平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利工程、市政公用、环境工程、建筑 疏正宏 上海柯恒管理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项目管理 赵 明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招投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 郭辰健 上海青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张 建

上海金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招投标代理、造价咨询、政府采购、工程咨询等 张福存 上海锐投管理有限公司 商务咨询，人力资源管理，代理企业登记及设立外商机构 余益年

上海申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等 卢敏杰 上海外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咨询、人才中介、会务服务 刘 生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邮电设计咨询、通信（建筑）工程及工程建设总承包 冯武峰 上海震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财务会计、投资信息咨询服务 王 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造价咨询中心 工程造价咨询 杨 珂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咨询与代理服务 王宏祥

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咨询公司 工程招标咨询、建设监理、基本建设咨询 袁 野 上海化学工业区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项目代理、信息技术服务、开发工业区规划与咨询 孙丽娟

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节能评估、施工图审查、工程设计 朱学勇 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科技立项评估、科技成果评估、科研计划课题预算评估 田 茵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咨询部 核工程、建筑、环评及相关领域 王明弹 上海万隆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系统建设全过程投资控制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 吴 越

上海市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交通、环境领域规划、设计、科研、检测和咨询等 过震文 上海质量认证咨询中心 认证领域内的四技服务、认证咨询、认证培训、管理咨询 甘伟强

上海宁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结算审价、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等 杨 岗 上海得民颂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经纪、技术转移等 张福奇

上海上梓建设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招投标代理、工程监理 计安平 上海市轻工业科技情报研究所 消费行业研究，市场调研、竞争情报研究，投资可行性论证 孙豪展

上海中鑫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项目评估、招投标、监理咨询等 方承云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根据协会《上海市信誉咨询企业(机构)评审实施办法》评审，经 2019年 9月 5日八届三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下列企业（机构）为 2019年度第

十三届上海市信誉咨询企业（机构）。

■本报记者 王卓一

温故知新，开辟未来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解读

中日韩合作 20 周年之际， 第八次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 24 日在成都举行。 会议发表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

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三国

领导人在诸多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

观察人士认为， 这次会议高效务实、成

果丰硕，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为未来十年

中日韩合作作出具体安排，将进一步推动三

国合作提质升级，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和繁荣发展提供更强助力。

面向未来，中日韩合作面临新的更大机

遇，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加强顶层设计，为未来合作
确定基调

此次领导人会议在国际地区局势面临

深刻复杂变化、三国关系向好发展的大背景

下举行，是为三国未来合作确定方向的一次

重要会议。

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

础。 会议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分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就如何推动中韩、中日关系迈上新

台阶引领航向。

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分量、 有影响的

重要国家， 中日韩三国互为重要发展伙伴，

GDP占全球总量五分之一以上， 在全球经济

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20年来， 三国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已

成为东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尽管会遇到

一些问题和波折， 但三方坚持通过合作实现

共赢，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领导人会议上讲

话时说，中日韩三国都有“温故而知新”的说

法，意思是通过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

和预知未来。 站在三国合作 20 周年这一新

的起点上，回顾走过的路，确定今后的方向，

具有重要意义。

文在寅表示， 这是 2012 年以来首次连

续两年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会议举行本身

就是重要成果，会议为实现三国合作机制常

态化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作为东道主，为三国合作发挥了强

有力的引领作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说， 这体现在推动

会议达成的多个成果文件， 也体现在发挥的

协调作用上，日韩领导人在成都实现时隔 15

个月的双边会晤，中方为此搭建了沟通平台。

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文件， 《中日韩

合作未来十年展望》 全面勾画了未来三国

合作的主要方向， 对各领域合作进行了前

瞻性、 战略性规划。 这是继 2008 年中日韩

领导人会议发表 《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后， 又一份对未来合作进行顶层设计的指

导性文件。

专家表示，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下行压力加大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国际

形势下，中日韩加强合作，是向世界发出一

个积极、正面的信号。同时，此次会议成果将

给广大地区国家以良好的预期，对于未来整

个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形成推动促进作用。

会议期间， 三国一致同意立足东亚、聚

焦亚太，加强在朝鲜半岛等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的沟通协调，共同引领区域合作，打造符

合地区国家需要的东亚合作架构，进一步促

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安倍晋三说，日中韩三国对地区和国际

社会和平繁荣具有重大责任，世界对三国的

期待也越来越高。 站在新的起点上，三方要

总结经验、加强合作，规划下一个十年合作，

建立“三赢”关系。

着眼互利共赢，推动务实合
作更上层楼

20 年来， 中日韩三国务实合作总体不

断拓展和深入，三国经济互补性强，产业融

合度高，已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

共同体。三国贸易额从 1999 年的 1300 亿美

元增至 2018 年的 7200 多亿美元，经济总量

在全球占比从 17%提升至 24%。 三国合作

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引领区域一体

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领导人会议期间， 三国进一步明确

合作重点领域， 深化务实合作， 打造伙伴关

系，着力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根据《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三国

一致倡导开放共赢合作， 视彼此发展为机

遇，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升合作水平，承诺

努力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

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

中日韩自贸谈判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

之一。 三国承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谈判成果基础上， 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

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

价值的自贸协定。

项昊宇说，领导人会议就中日韩自贸谈

判做出承诺，对谈判进程将提供新的政治动

力。“未来如能达成一个高水平的协议，从中

长期看， 有望为域内经贸合作开辟新的空

间，构建三方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合作

体系，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竞争性

合作前景。 ”

专家表示， 三国经济彼此深度交融、互

为重要市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安排有利于

共同应对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科技创新是三国共同关注的重点合作

领域之一。三国将 2020 年确定为“中日韩科

技创新合作年”， 提升三国科技创新合作水

平，培育新增长点。

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董事会主席小

林健表示，科技创新能提供更多造福民生的

解决方案。 中日韩在创新领域各有所长、优

势互补， 也有着共同利益和相似的诉求，这

为三方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契机。

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朴起舜认

为， 当前三国合作正从单纯的贸易往来，逐

渐涉足高科技领域，在互联网、移动支付、区

块链等方面， 可以加强共同研发和推广，实

现创新交流，避免无序和盲目竞争。

专家表示，中日韩三国地缘相近、人文

相亲，同属儒家文化圈，2018 年三国人员往

来超过 3100 万人次。 三国都有彼此熟知的

文化元素， 如此次举办领导人会议的成都，

就因《三国演义 》和 《三国志 》等在日 、韩闻

名。 人文交流是三国合作的亮点，也是必不

可少的纽带。

捍卫多边主义，共同促进地
区繁荣稳定

在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 贸易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 中日韩

作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东亚三大主要经济体，

肩负着独特的重要责任。

此次会议期间，三国一致认为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作用，将致力

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强化现有国际

规则， 确保公平竞争以培育良好营商环境。

分析认为，这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而有

力”的信号，体现了三方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在项昊宇看来，中日韩三国都是全球化

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在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主义方面有共同

或相近的利益诉求。 同时，三国也强调要维

护现行国际规则秩序，强调公平竞争。“这一

表态是平衡的，最大限度体现了各方利益关

切，也照顾了其他国家的感受。 ”他说。

在 24 日举行的第七届中日韩工商峰会

期间，三国工商界发表联合声明，表达支持

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

共同呼声，强调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

水平，营造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曾有人预测日中

贸易额会下降，但事实证明日中贸易上涨势

头仍然强劲。 ”日本株式会社伊藤洋华堂社

长三枝富博说，“我相信日中韩三国联手，一

定能成为亚洲经济的牵引者，为世界经济发

展作出贡献。 ” 新华社记者

（据”华社成都 12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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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至 15 日，2019 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 很多科

学家与气候活动人士认为， 大会最终达成的

协议是失败的。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气候变化虽然严重，

但离自己的生活似乎还很遥远。然而，在即将

过去的 2019 年，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已经给

地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幸的是，我们所生

活的亚太地区， 正是气候变化引发灾害的重

灾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报

道，2019 年， 气候危机正在亚太引发更多的

极端天气事件，并造成了毁灭性后果。这些极

端天气事件包括笼罩大城市的有毒烟霾、洪

水和山体滑坡、 袭击海岸线的飓风、 森林大

火、导致城镇缺水的干旱和热浪等。

联合国亚太经社会 8 月在一份报告中表

示，过去两年里“一连串的自然灾害超出了该

地区此前的经验或预测”，“这是新的气候现

实即将到来的迹象”。

亚太地区汇聚了全球 60%的人口，由于

所处气候带等原因， 是全球最易遭受气候危

机影响的地区之一。孟买、曼谷、雅加达、胡志

明市等亚洲国家的特大城市都处于沿海低洼

地区， 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和其他极端气象

事件的影响。

尽管一些国家正努力转向清洁能源使

用，但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对煤炭的依

赖，还是使亚太国家的碳排放量不断攀升。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紧急气候行动，到

本世纪末，气温将上升 3℃以上，对人类的危

害将越来越大”，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蒂

瑞·塔拉斯在 12 月 3 日的一份声明中认为，

“我们远没有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

作为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岛民 ， 太平

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秘书处气候变化适应项目负责人塔加罗阿·

库珀-哈罗能够切身感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变化： “海平面上升

在加速。 我们预计 20 年后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变化， 现在已

经出现。 ”

库珀-哈罗日常观察中获得的经验，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 9 月出台的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中得到了

证实，这份报告确认，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

今年 5 月的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如果排放继续不受控制，海平面

到本世纪末可能上升超过两米———这意味着全球将会有 1.87

亿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位于亚洲。 美国《自然》杂志则预测，

到 2050 年，越南南部和曼谷的一些地区可能会被淹没。

在海平面上升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首当其冲，因而其应对措

施不得不走在前头。 据库珀-哈罗介绍，太平洋岛国目前已安装

了海平面测量站，并种植对咸水更有抵抗力的作物。

亚洲约有 24 亿人生活在易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地区，这个数

字约占亚洲人口的一半。 预计今后气候危机将造成更高的风暴

潮、更大的降雨量，风势也会更大。

2013 年，超强台风“海燕”横扫菲律宾中部群岛，对当地造

成毁灭性破坏。 乔安娜·苏森托的家乡塔克洛班是重灾区，她在

这次灾难中失去了双亲、长兄、嫂子和年幼的外甥。从那以后，苏

森托就开始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行动。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从 1970 年到 2019 年，全球造成

最大经济损失的 10 大灾害中，有 7 个是热带气旋。 风灾对于欠

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尤烈：2015 年，五级飓风“帕姆”袭击

了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给瓦努阿图带来的损失相当于该国

GDP 的 64%。

为应对更加极端的天气， 有人呼吁富裕国家向相对欠发达

国家提供资金和相关技术。苏森托认为，化石燃料企业也应该行

动起来， 向新能源转变：“我们不应该让化石燃料行业像以前那

样赚钱了， 这会让我们和新的常态生活在一起： 计算遇难者人

数，搜寻失踪的人，还要担忧我们的未来”。

和工业革命开始时相比， 当今世界的气温高出了 1.1℃，今

后 1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将会下降 7.6%———然而， 总排放

量仍将上升。

库珀-哈罗觉得，投降显然不是选项，“在太平洋地区，公众

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各国需要做的是迎头赶上”。

”华社成都 12 月 25 日电 第八次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了 “中日韩+X”

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内容如下：

一 、 “中日韩+蒙古国 ” 沙尘暴防

治。 三国可探索构建 “中日韩+蒙” 东

北亚沙尘暴防联控合作模式， 与蒙古国

一道就其东南部草原区 （东北亚沙尘暴

主要来源地之一） 开展联合研究。

二、“中日韩+缅甸、柬埔寨”热带病

防控。今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在上海举办第 13 届中日韩

传染病论坛暨热带病防控研讨会， 首次

邀请缅甸和柬埔寨的相关专家以观察员

身份与会， 共商在东盟国家开展传染病

防控项目。

三、“中日韩+东盟相关国家”肿瘤登

记工作能力提升。肿瘤登记是对恶性肿瘤

流行情况、趋势变化和影响因素进行长期

连续系统性监测，是肿瘤防控重要基础性

工作。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拟于明年举行关

于肿瘤登记工作的研讨会、培训班、现场

教学等活动， 向东盟相关国家分享中日

韩在肿瘤登记工作方面的经验。

四、“中日韩+东盟相关国家” 应对

海洋塑料垃圾。 生态环境部拟于明年举

办 “中日韩沿海城市共同应对塑料与微

塑料污染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政策与社区

实践”，可考虑邀请东盟相关国家参与。

五、“中日韩+相关国家”低碳城市合

作。 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机制下，三国轮

流举办中日韩低碳城市研讨大会。可探讨

将三国低碳城市合作拓展至其他感兴趣

的国家，促进整个地区低碳城市建设。

六、“中日韩+蒙古国、 东盟相关国

家”减灾技术能力建设。今年 12 月 16 日

至 17 日中日韩合作秘书处联合三国灾

害管理部门举办了 “东北亚减灾技术能

力建设论坛”，邀请中日韩、蒙古国、菲律

宾和印尼代表参与， 共享三国减灾技术

能力建设的经验。

6 月 26 日， 中韩渔业资源联合增殖放流活动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 ”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