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
■ 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
外交工作大局。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
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

■ 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
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
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
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
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

■ 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
■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

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
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

■ 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坚持立德树
人、德法兼修，加强学科建设，办好法学教育，完善以实
践为导向的培养机制，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
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
外法治人才

■ 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
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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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11月27日下午就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进行第

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

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要从更好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

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

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

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特聘教授黄惠康同志就这个问

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法律是社会生活、国家治理的

准绳。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发挥着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更

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加快推进我

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强调，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

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

局。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

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

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

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

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

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

局。要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形成系

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要建设协同高

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提升涉外执法司法

效能，推进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

涉外司法公信力。要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

务，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

所。要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加强领事保

护与协助，建强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

链。要强化合规意识，引导我国公民、企业在

“走出去”过程中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

俗习惯，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

国际关系法治化。 ▼ 下转第三版

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习近平：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

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上海铜”“上海胶”“上海油”……

这一系列上海依托全面深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平台首创的国际化期货

及期权交易品种，已逐步在全球舞台

上崭露头角，助力“上海价格”成为全

球市场的晴雨表。

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近日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第四批“最佳实践案

例”》，“首创国际化期货期权交易品

种”这一上海案例位列其中。而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上海价格”已形成矩

阵，成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标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化水平的最佳

印证，也是上海强化“四大功能”的生

动实践。

重大创新产品和业务不
断“上新”

今年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揭牌运行

10周年，也是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立 10周

年。十年来，上期所和上期能源不断

通过丰富产品供给、优化运行机制、加

大市场培育、推动双向开放等重要举

措，有效吸引境内外客户积极参与，以

制度型开放服务境内外投资者统筹资

源配置、开展风险管理。

作为上海首个、我国首批之一的以

人民币计价对外开放的期权品种，以原

油期货为标的的原油期权成功上市，有

效补充了我国原油期货市场，现货、期

货和期权三位一体格局由此奠定。

以原油期权为代表，一批面向国

际的金融交易平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

平稳运行，原油期货日均交易规模已

跃居全球第三，20号胶期货、低硫燃

料油期货、铜期权、天然橡胶期权、黄

金期权、铝期权、锌期权等重大创新产

品和业务不断“上新”，填补了我国金

融市场的空白。

“这两年，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经

历了巨大波动，航运产业链企业一直

都在期盼管理运费波动风险的工具，

而运价指数期货的出现填补了国内航

运衍生品市场的空白。”环世物流集团

总裁林杰口中的这一期货产品——上

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欧洲航

线）期货已于8月上线，这也是上期能

源今年推出的又一境内特定品种，面

向全球交易者开放。

如今，越来越多境内外交易主体

参与上期所及上期能源交易，由此形

成的“上海价格”被境内外产业企业广

泛认可并应用于现货贸易、跨境贸易

计价。而这一过程更进一步推动了上

海自贸试验区迈向更高层次、实现更

高水平发展。

乘开放东风提升资源配
置能力

期货仓储业务是畅通大宗商品

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资源配置功能极为重要的一环。以期货

交割库标准带动现货仓储发展，上海已吸引到一大批境内外

企业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实物贸易枢纽，提升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

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全球营运商计划”（GOP）培育企业，

世天威集团两年前在保税区管理局、驻区海关等职能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获批成为上期所“国内铜”的指定交割库，并实现了铜

品种在国内期货、国际期货、国内现货、国际现货4个市场的完

全流通。

“如今，我们的保税铜业务在上海市场的占比已超过75%，

国际铜实物交割量占比超50%。”世天威集团全球总裁沃夫 ·波

尔说。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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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旸）上海市版权局最新
发布的《上海版权产业报告（2021-2022）》

显示，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方法，沪

上全年版权产业增加值达到4294.04亿元，

占全市GDP比重为9.84%。

版权是文化的基础资源，版权产业

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重

要指标。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上海版权

产业实现了产业增加值、从业人数、对

外贸易的全面增长，不仅在全国保持领

先地位，在全球也处于先进行列，人均

增加值更是对标发达国家水平。上海版

权产业的韧性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报告披露，沪上核心版权产业的产业增

加 值 为 3262.39亿 元 ，比 上 一 年 度 增 加

515.88亿元，实际增速达到17.28%，约为上

一年度实际增速的5倍。17.28%的增速，与

同期全国核心版权产业12.84%的增速相

比，具有较大领先优势。核心版权产业增

加值占全部版权产业的比重更是达到

75.97%，创造了占比新高。

其中，软件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设计

业、计算机服务业位列产业增加值前三位，

广播影视业、文化艺术业、版权服务业为增

速前三位。上海核心版权产业所形成的产

业优势成为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也是上海经济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

来源。伴随“互联网+”兴起与普及，哔哩哔

哩、喜马拉雅、小红书、阅文集团等一批垂直

领域的流量平台迅猛发展。这些核心版权

产业的新业态企业发挥了稳就业、聚人才的

积极作用。

版权产业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仅表

现在产业增加值对上海经济的贡献，还体现

在稳定就业和扩大对外贸易两方面。2021

至2022年，上海版权产业的从业人数增速

和对外贸易中的进出口增速均为近五年来

的新高，这是版权产业对上海经济贡献程度

的客观展现，也是上海版权产业全面均衡发

展的充分反映。事实上，自我国开展全国版

权产业经济贡献调查以来，上海版权产业一

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2021年上海版权产

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高于全国占比

2.43个百分点。特别是上海核心版权产业，

在产业增加值、GDP占比、全部版权产业占

比以及实际增长速度四个关键指标数据上

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下转第二版

在全国保持领先在全球处于先进，《上海版权产业报告（    -    ）》显示

版权产业为上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大模型爆火这一年
——对       在全球引发

  “狂飙”的观察与思考

■ 以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向
世人展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一条通往
   （通用人工智能）的道路被打通。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国内的   大模型已超过    
个。而有关  是否会取代人类的担忧，也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而强烈

 刊第五版

优化政策激励更多
劳动者成能工巧匠

申城   个部门联合印发
《实施意见》，加强新时代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

 刊第四版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五年前众

人惊呼WHO（这是谁），五年后大家都在问

HOW（如何做到）。”近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

的北美放射学会年会（RSNA）上，联影医疗

北美业务首席执行官乔弗瑞 · 邦迪博士回顾

联影医疗出海美国的五年，感慨万千。此次

RSNA线下展，联影集团以19款全线高端诊

疗产品、数智化技术平台、临床科研解决方

案，以及40多款AI医疗应用亮相。

在海外，这已不是一个陌生品牌。在美

国耶鲁大学分子影像中心，世界首台数字化

脑专用PET-CT正在帮助科学家破解帕金森

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的奥秘；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全美首台移动

数字PET-CT医疗车驰骋在乡村道路上，为

偏远地区的患者提供影像检查；在韩国的一

家急救中心，一台高端数智化CT正在为急

诊患者做检查，智能操作流程让医生仅需几

分钟便可以拿到高清影像图……这些高端医

学影像装备均来自中国，来自联影医疗。

十几年前，即便是国内顶尖三甲医院都难

觅国产高端医学装备的身影。如今，在美国、

日本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从上海走出

的中国“智”造医疗科技品牌正走向世界，成为

中国高科技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高举高打”，让企业融入全球
创新生态

“欧美市场是全球创新高地。满足顶尖机构

的临床与科研需求，不仅对我们的创新能力提出

极高要求，也让企业能融入全球创新生态。”联影

医疗董事长兼联席首席执行官张强说。

2018年，联影医疗在美国成立集研发、生

产、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北美区域总部。

▼ 下转第五版

打造我国高科技企业出海新样本，联影医疗走进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医疗科技以创新造福更广阔人群

今年上海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200公里绿道建

设”超额完成，达到231.26

公里。至此，申城绿道长

度已达1769.04公里。图

为东岸滨江绿道（徐浦大

桥—闵行区界）。

（市绿化市容局供图）

申城“绿项链”
总长达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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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载 联

影 医 疗 数 字 化

PET-CT的移动

医疗车驰骋在美

国中西部乡村道

路上。（均联影医
疗供图）

▲ 联影医疗进军美国高端医疗装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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