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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1月6日10時10分許，
寧波甬發遠洋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向
寧波市江北區農業農村局報告，該
公司一艘秋刀魚兼魷魚釣船「甬發
1」在北太平洋海域成功救起48名遇
險的中國台灣漁船船員。事發時，
中國台灣秋刀魚兼魷魚釣船「祥
慶」的船體着火，船員已轉移至附
近兩條救生筏上。「甬發1」漁船船
長李信楊立即要求本船全體船員向
「祥慶」漁船靠攏、開展人道主義
救援。 ◆新華社

香港特區政府 7
日公布，馮浩然
（左圖）即日起接
替黃俊濤出任香港
駐新加坡經濟貿易
辦事處處長。作為

香港特區政府駐新加坡的代表，馮
浩然負責促進香港與三個東南亞國
家聯盟的成員國（即新加坡、越南
和老撾），以及印度的雙邊關係。
資料顯示馮浩然持有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的經濟學文學士學位，及復
旦大學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合辦
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中通社
大陸贈台大熊貓「團團」疑似罹

患惡性腦瘤，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
選派的2名診治和護理專家正在此間
參與「團團」的治療和護理工作。
他們近日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團團」身體狀況逐漸向好，未來
將根據病情實時調整治療方案。

◆新華社

新聞 速遞中國將打造全球首個「國際紅樹林中心」

中國前10月進出口同比增9.5%
總值34.62萬億元 對東盟貿易順差擴大93.3%

◆「祥慶」號6日在北太平洋海
域航行時船體着火。 中新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海關總署7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

月，中國進出口總值34.6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長

9.5%。其中，出口19.71萬億元，增長13%；進口14.91萬億元，增長5.2%；

貿易順差4.8萬億元，擴大46.7%。按美元計價，前10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

5.26萬億美元，增長7.7%。其中，出口2.99萬億美元，增長11.1%；進口2.27

萬億美元，增長3.5%；貿易順差7,277億美元，擴大43.8%。中國與主要貿易

夥伴貿易額均保持增長。前10個月，東盟、歐盟、美國繼續為中國前三大貿易

夥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連續十年列全球前三

回應加方要求三華企撤出礦企投資
中方：停止經貿問題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7日，中國商
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
《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以下
簡稱《公報》)。公報顯示，2021年度中國對外
直接投資呈現以下特點：

「一帶一路」佔比創新高
一是對外投資大國地位穩固。2021年，中國
對外直接投資流量1,788.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16.3%，連續十年位列全球前三。

二是投資結構不斷優化。2021年，中國對外
直接投資涵蓋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大類，其
中，八成投資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批發零
售、製造、金融、交通運輸領域，流量均超過
百億美元。
三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持續增
長。2021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
資241.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佔中國全年對外
投資流量總額的13.5%。
四是地方企業對外投資活躍。2021年，地方

企業對外非金融類投資 877.3 億美元，佔
57.7%。

去年納稅激增創就業崗位
五是互利共贏效果顯著。2021年，對外投資
帶動貨物出口 2,142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23.3%；帶動貨物進口 1,280 億美元，增長
44%。當年境外企業向投資所在地納稅555億美
元，比上年增長24.7%；為當地提供約395萬個
就業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6日表示，中方對加方以國家安全
為名，干擾阻斷中加企業正常商業合作的行為
表示堅決反對。敦促加方認真對待中方關切，
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
國投資者營造公平、公正、透明和非歧視的營
商環境。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
企業的合法權益。有記者就加方近日發表聲明
要求三家中國企業撤出對加礦產企業投資提

問，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作出上述回應。
這位發言人說，中加都是全球礦產供應鏈的

重要環節。中國企業在加拿大礦產領域投資，
是完全基於市場經濟原則和企業發展需求的商
業行為。加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人為設置障
礙，違背市場規則，損害了中加有關企業的商
業利益，削弱全球投資者對加投資環境的信
心，不利於加產業發展及全球礦產供應鏈穩
定。

10月份，中國進出口總值3.55萬億元，增長6.9%。其中，出口2.07萬億元，增長
7%；進口1.48萬億元，增長6.8%；貿易順差
5,868.1億元，擴大7.6%。按美元計價，10月
份中國進出口總值 5,115.9 億美元，下降
0.4%。其中，出口 2,983.7 億美元，下降
0.3%；進口2,132.2億美元，下降0.7%；貿易
順差851.5億美元，擴大0.9%。

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13.3%
一般貿易進出口兩位數增長。前10個月，中

國一般貿易進出口22.09萬億元，增長13.3%，
佔中國外貿總值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2.1
個百分點。同期，加工貿易進出口7.02萬億
元，增長3.2%，佔20.3%。此外，中國以保稅
物流方式進出口4.29萬億元，增長9.2%。
對東盟、歐盟和美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

增長。前10個月，東盟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
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為5.26萬億元，增長
15.8%，佔中國外貿總值的15.2%。其中，對東
盟出口3.06萬億元，增長22.7%；自東盟進口
2.2 萬億元，增長 7.5%；對東盟貿易順差
8,547.5億元，擴大93.3%。歐盟為中國第二大

貿易夥伴，中國與歐盟貿易總值為4.68萬億
元，增長8.1%，佔13.5%。美國為中國第三大
貿易夥伴，中國與美國貿易總值為4.21萬億
元，增長6.8%，佔12.2%。

「一帶一路」進出口增20.9%
同期，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計進
出口11.23萬億元，增長20.9%。其中，出口
6.38萬億元，增長21.4%；進口4.85萬億元，
增長20.3%。
民營企業進出口快速增長。前10個月，民營

企業進出口17.44萬億元，增長14.4%，佔中國
外貿總值的50.4%，比去年同期提升2.2個百分
點。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1.56萬億元，
增長1.5%，佔中國外貿總值的33.4%。國有企
業進出口5.55萬億元，增長14.5%，佔中國外
貿總值的16%。
前10個月，中國汽車出口同比大增72%，手

機出口同比增長8.7%。但鋼材、肥料出口數量
均不及去年同期。進口方面，前10個月中國進
口原油、成品油、煤炭、天然氣、大豆數量均
在下降，其中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氣進口數量
降幅均超過10%。

◆ 廣州在風險人員中加速推廣「防疫集體
碼」。 香港文匯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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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通社及記者敖
敏輝報道，據中國國家衞健委通報，
11月6日中國內地新增本土感染者確
診病例535例，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
者4,961例，無新增死亡病例。 廣東
和內蒙古兩地的感染者佔全國總數的
六成。

穗「集體碼」精準防疫
6日廣東全省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85

例，其中廣州122例；新增本土無症
狀感染者 1,882 例，其中廣州 1,813
例，新增感染者主要是從集中隔離場
所隔離觀察人員、居家隔離觀察人員
等排查中發現，涉及海珠區、白雲
區、番禺區、荔灣區等地。廣州市疾
控中心6日表示，新增感染者數量創
下新高，除了Omicron變異株傳播速
度快、隱匿性強，另一個重要原因是
重點區域樓棟密集、巷道狹窄以及人
口密集，導致氣溶膠極易傳播。此
外，有管控區人員擅自外出，導致非
中高風險區出現陽性。目前，廣州除
了加速轉移風險區人員，正加速推廣
「防疫集體碼」，實時顯示服務業人
員健康信息，倘存漏洞可迅速跟進，
助力精準防疫。

呼和浩特市日增過千例
6日內蒙古自治區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57例，其中呼和浩特市55例，新增本
土無症狀感染者976例，其中呼和浩
特市958例。呼和浩特市最近一周已
收到超過1萬5千份滯留旅客離呼申
請，其中3,227人已獲批准。呼和浩特
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交通保障組發布公
告，持「三天兩檢」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每次間隔24小時以上），測溫正
常、青城碼綠碼，可以離呼。

香港法律周開鑼 27位國際級嘉賓蒞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港法律周

2022」11月7日起一連五天舉行，約27位國際組
織領導人及東南亞國家高級官員赴港參與。香港
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6日在社交平台上形
容，是次法律周的主講嘉賓皆是「國際級人
馬」，包括來自國際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領域最頂尖的三大組織領導人。

林定國6日與副司長張國鈞出席電台節目，推
介「香港法律周2022」。林定國隨後在社交平台
發文表示，是次法律周將會探討許多專業和前瞻
性議題，包括國際公約、爭議解決發展趨勢、新
興法律科技等；還會特別增設年輕人的專題研討
環節，由年輕一代主導討論與法治公義相關議
題。他希望用法治聯繫社區，拉近距離，更好動

員年輕一代的參與，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
應。
他並透露，法律周的主講嘉賓包括來自國際私

法領域最頂尖的三大組織，即國際統一私法協
會、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
會的領導人，還有東盟成員國、商會，以及法律
和其他界別代表，堪稱「星級陣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
《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COP14）6
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大會階段性成果。記者
從發布會上獲悉，中國將在深圳市打造全球首個
紅樹林保護交流合作的「國際紅樹林中心」，全
面開展技術交流、信息共享、監測評估和援外培
訓，為各締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服務和幫
助。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濕地管理司副司長鮑
達明在發布會上介紹，2020年，中國自然資源部
和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聯合印發了《紅樹林保
護修復專項行動計劃（2020-2025年）》，提出
到2025年，營造紅樹林9,050公頃，修復現有紅
樹林9,750公頃。行動計劃實施一年來，紅樹林
分布5省區又新造紅樹林2,878公頃。
鮑達明介紹，目前中國已創建了紅樹林保護與

修復國家創新聯盟，成立了紅樹林監測評估中
心，《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後還將建
立「國際紅樹林中心」，並以此為依託，在全球
範圍內開展紅樹林保護培訓，同各方交流分享紅
樹林保護修復成功案例和經驗。

COP14通過「武漢宣言」
當天，COP14通過了「武漢宣言」，呼籲各方

以強烈意願和實際行動，促進各類濕地的保護、
修復、管理以及合理和可持續利用。
宣言呼籲，推進濕地保護、修復、管理以及合

理和可持續利用的立法和執法，並為評估和維護
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做出努力；開展濕地及其生態
系統服務的自然資產評估和核算；保護、修復和
可持續地管理城市和郊區的濕地，酌情建立濕地

公園或濕地教育中心；採取濕地保護和修復措
施，以應對社會、經濟和環境挑戰；鼓勵對泥炭
地、珊瑚礁和海草床、紅樹林、高原濕地、地下
水系等脆弱生態系統適當採取優先保護和管理；
加強濕地水污染防治；加強全球濕地保護工作者
之間的技術合作和知識共享等。

中國五舉措推動濕地保護
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譚光明表示，下

一步，中國將根據《濕地公約》和「武漢宣言」
採取五大新舉措推動濕地保護高質量發展。一是
科學有序推進濕地類型的國家公園建設。二是科
學繪就濕地保護發展新藍圖。三是科學實施濕地
保護重大工程。四是科學構建濕地保護法律和制
度體系。五是科學建設深圳國際紅樹林中心。

各方專家高度評價「武漢宣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濕地公約》第

十四屆締約方大會5日至13日在中國湖北武漢主會
場和瑞士日內瓦分會場同步舉辦。「武漢宣言」是
此次大會的主要成果。在瑞士日內瓦會場，各方專
家高度評價「武漢宣言」，認為這是真正有助於保
護世界濕地的積極步驟。
英國野生鳥類和濕地基金會國際事務經理克萊斯

特·羅斯特倫表示，「武漢宣言」強調了我們應該
為濕地保護做的事情。本次大會希望通過科學研
究、多方面、並與當地人進行接觸的方式加強濕地
保護，這都是真正有助於保護世界濕地的積極步
驟。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才能繼續取得進展。

美國塔夫茨大學全球發展與環境研究所訪問學
者吉利安·戴維斯認為，「武漢宣言」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聲明，宣言討論了濕地在應對氣候變化和
生物多樣性喪失等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氣候變化
對濕地的影響。宣言還主張締約方提供財政資
源，採取行動保護濕地，以及明智地利用濕地和
支持當地社區的土著居民，這是向前邁出的又一
個重要步驟。
法國地中海濕地保護研究所所長讓·雅爾貝說，

「武漢宣言」呼籲各國和所有利益攸關方緊急行動
起來。「我認為宣言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所有利益
攸關方，包括政府、非政府組織、公民等……必須
盡一切努力來保護和恢復地球上的濕地。」

◆《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部級高級
別會議通過「武漢宣言」，這是會議現場。

新華社

◆中國海關總署7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東盟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圖為一列從
老撾萬象發車的中老鐵路「瀾湄快線」國際貨物列車駛入中國磨憨鐵路口岸。 資料圖片

◆隨着歐洲、北美等地區冬季臨近，近期，浙
江紹興民企取暖設備生產、出口正旺。圖為工
人整理電熱毯內部的發熱片。 中新社

◆在西寧市進口冷鏈食品監管總倉，工作人員
開着叉車運送冷鏈食品。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