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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樊晓雨校对晁粉娟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4月16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德国总理朔尔茨。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

位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10年来，尽管国
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德关系始终

稳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巩固和深化，

为两国各自发展提供了动力。当前，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的风

险挑战增多，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

国合作。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

体，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超越双

边关系范畴，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

都有重要影响。两国要从长远和战略角

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携手为世界注

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习近平强调，中德两国都曾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德之间没有

根本利益冲突，彼此不构成安全威胁。中德

合作对双方有利，对世界有利。世界越是

动荡，双方越要提升两国关系的韧性和

活力，坚持中德关系的合作主基调和发

展大方向，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位战略

伙伴这一定位。中国对德政策保持高度

稳定性和连贯性。双方应该继续以开放

的胸襟密切交往，增进战略互信。只要

双方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

鉴、合作共赢，两国关系必将继续行稳

致远。

习近平指出，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

度互嵌，两国市场高度依存。中德互利合

作不是“风险”，而是双方关系稳定的保

障、开创未来的机遇。无论是机械制造、

汽车等传统领域，还是绿色转型、数字

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都有合作

共赢的巨大潜力亟待挖掘。双方应该发

扬互利共赢的鲜明特色，彼此成就。中国

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不

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

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

转型作出巨大贡献。中德两国都是以实

业立国，都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双方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坚持以市场

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

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多探讨合作。中国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希望德方为中国

企业赴德发展提供公平、透明、开放、非

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德在世界多极化问

题上有不少共通之处。多极化本质上应

该是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的国

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中德应该独

立自主开展多边领域协作，推动国际社

会用实际行动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

不平衡、地区冲突等全球性挑战，为世界

的平衡稳定作出更多贡献。

朔尔茨表示，当前，德中关系发展良

好，双方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密切。双方

成功举行了两国政府磋商以及战略、财

金等领域高级别对话，还将举行气候变

化和绿色转型对话。过去两天，我和德国

企业界代表参访了重庆、上海等地，亲身

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的巨大

成就，对德中两国企业界的紧密良好合

作印象深刻。德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两

国关系，深化各领域双边对话与合作，推

进教育、文化等领域人文交流，这对德中

两国以及世界都至关重要。德方愿同中方

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

球挑战，致力于维护多边国际秩序，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不赞同对立对抗。德方

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作为欧盟

重要成员，德国愿为促进欧盟同中国关

系良好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危机深入交

换意见，表示中德都致力于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使用核武器或攻

击和平核设施，妥善解决国际粮食安全

问题，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为防止冲

突螺旋式升级甚至走向失控，各方应共

同致力于早日恢复和平。为此，应该把握

以下几个原则：一要以和平稳定的大局

为重，不要谋求一己私利。二要为局势降

温，不要拱火浇油。三要为恢复和平积累

条件，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四要减少对

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要破坏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

的当事方、参与方，但一直在以自己的方

式劝和促谈。中方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

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支持适时召开

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

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愿就

此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密切

沟通。

双方还就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

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防
止事态扩大，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保证

加沙地带无障碍、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准

入，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方案”基

础上早日通过谈判解决，呼吁有影响力

的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

作用，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持久解决。

会见后，习近平同朔尔茨一起散

步并共进午餐，就广泛议题进一步深

入交流。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16日从
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2023年，我国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为39.6%，较上年提高2.9个
百分点，连续五年稳步提高。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

《2023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3年，作为
创新的主体，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为51.3%，较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我国企
业产学研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达到

1033.2万元/件，比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平
均收益（829.6万元）高24.5%，此外，企业通
过产学研合作解决关键技术或核心零部

件攻关问题的比例最高，达56.1%，表明产
学研合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重

要作用，产学研合作创新显著。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
实施，中国专利调查应运而生。2023年，
专利调查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调查内容和

组织方式，强化产学研合作创新、海外知

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人才与服务等专

题分析。

今年是中国专利调查报告第九年向

社会公开发布。该报告不仅为相关政策

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同时也成

为社会公众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状况的重要窗口，为宣传普及专利制度、

增强全社会创新意识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实现五连升

前不久，《2023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
公报》发布：2023年，林草产业健康发展，
全年全国林草产业总产值达9.28万亿元，
同比增长2.3%。
我国有34亿多亩森林、8000多种木

本植物，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资源。党的

十八大以来，通过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和

经济林生产基地建设，森林食物产业已经

成为林草主导产业。统计显示，全国森林

食物年产量超过2亿吨，已经成为我国继粮
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人均森

林食物产量130公斤左右，居世界前列。
森林食物主要是指森林或者林地生

产的食物，包括可食性的果实、花、叶、枝、

皮、根、脂液以及寄生物、附生物等非木

质林产品。可分为三大类：经济林是森林

食物生产的主力军，产品包括木本粮油、

干鲜果品、饮料调料、森林蔬菜等多个

品种和类型，其中大部分可以直接作为

食品；利用林地发展林下种植、养殖、采

集形成的林下经济产品；还有桑树、柠

条、花棒等可以作为牲畜饲料的间接性

食品。

我国可以生产森林食物的经济林树

种非常多，保守估计有500~1000种。除了
核桃、红枣、苹果、柑橘等干鲜果品，还包

括茶油、核桃油、橄榄油、杏仁油等木本

食用油，竹笋、香椿、山野菜等蔬菜，茶、

咖啡、可可、沙棘等饮料，以及花椒、八角、

肉桂、山苍子等调料。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支持各地通

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荒

漠化防治等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经

济林生产基地，提高森林食物生产能力。

目前，全国经济林面积约为7亿亩，种植
规模居世界首位。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

积达到6亿亩，年产值突破1万亿元。其中，
经济林种植面积超过2000万亩的有14个
省份，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有9个省

份。核桃、油茶、板栗、枣等174个经济林产
区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占总数

的56.5%。
据介绍，国家林草局印发《林草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将经济林
列为林草产业重点领域首位，要求推进

木本油料生产基地建设，做优做强特色

果品、木本粮油、木本调料、林源饲料等

产业。全国每年新造、改培经济林面积

2000万~3000万亩，经济林挂果面积占总
面积的67%左右，产量增加潜力和空间仍
然很大。

据《人民日报》

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超过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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