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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

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
需继续加大保护力度

国家林业局

台湾 《中国时报》 ５日发表
社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的政策很
明确是要阻却两岸产业往来， 要
企业 “改西进为南向”， 这恰恰
可能置台湾产业于死地。 文章以
ＩＣ产业为例直言： 两岸业者需要
彼此投资参股， 共享资源， 共同
发展技术、 开拓市场， “否则，
台湾产业危矣”。

“５·２０” 以来 ， 台湾业界和
舆论已不只一次发出呼吁， 希望
新当局维系两岸经贸关系稳定发
展 。 尤其是众多布局大陆的台
商， 更对当局上台后造成两岸关
系陷入僵局、 相关协议协商停摆
深感不满。 “告急” 之声， 可谓
不绝于耳。

究竟谁置台湾产业于危境？
权威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指出， 台商原有经营模式已难
以适应大陆经济发展现状， 亟需
通过转型升级， 更好地把握大陆
市场新机遇 ， 以突破瓶颈 。 然
而， 由于台湾当局的原因， 两岸
经济关系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制度
化进程受阻， 增加了台商脱困的
难度。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
长曹小衡说， 长久以来， 台商投
资大陆采取 “台湾接单、 大陆生
产、 海外销售” 模式， 凭借大陆
低廉的土地、 人力和环境成本，
在需求强劲的外销市场中持续获
利。 但近年全球经济下行， 台商
外销订单 “告急”， 旧有经营模
式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 大陆倡
导创新驱动经济的新模式， 强调
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提
高， 无形中带动要素成本上涨。
这两方面原因使台商经营难免遭
遇困境。

福建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所长单玉丽则认为， 台商长期以
来过于依赖代工， 在开拓大陆市
场时难以创立竞争力过硬的自主
品牌， 表现出升级换代能力较差
的问题。

“台商想要破解困局， 就要
改变陈旧发展模式， 积极谋求转
型升级。” 曹小衡说， 打造自主
品牌 、 开拓内销市场是当务之
急。 实际上， 近年来大陆台商不
乏经营有道的成功案例， 秘诀就
是注重技术创新， 不断开辟内销
渠道。

已在苏州发展１５年的乐兰电
子有限公司即为一例。 台籍总经
理 邵 威 元 介 绍 说 ， 企 业 从 事
电 子 乐器生产 ， 由于导入半自
动化生产模式， 基本消化了人工
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喜
的是 ， 近年来大陆市场需求抬
升 ， 企业内销份额由过去的５％
左右提高到近２５％， 而且同样的
产品在大陆销售的利润空间往往
高于海外。

据商务部统计， 今年上半年
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１７４１
个 ， 实际使用台资１２．３亿美元 ，
分别同比上升４７％和３３％。 专家
分析认为， 大陆仍是台商投资布
局首选， 吸引力正从成本考量转
向市场考量 。 广大台商已意识
到， 深化与大陆产业融合有助台
商改变单一、 封闭的产业模式，
打造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近年来， 大陆方面积极鼓励
和支持台商转型升级， 开拓内销
市场。 单玉丽指出， 两岸签署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ＥＣＦＡ） 后 ，
台商信心大增。 但由于岛内政治
因素， ＥＣＦＡ后续的两岸服贸协

议签署后迟迟不能生效实施， 两
岸货贸协议商谈也受阻， 造成台
商丧失先机。 今年民进党当局上
台后对两岸经贸持保守态度， 更
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 造成两
岸协商机制中断。

“两岸投资贸易自由化攸关
台商能否把握好大陆发展新机
遇， 这一进程中断对台商而言是
雪上加霜。” 单玉丽说。

台湾工业总会副秘书长蔡宏
明不久前在媒体上撰文说， 台湾
的优势出口产业受限于两岸货贸
协议和争端解决协议协商中止，
难以获得比竞争对手更优惠的待
遇， 台湾中小企业也无法适用较
低关税输销产品， 对台湾经济的
影响不能忽略。

曹小衡认为， 民进党当局对
两岸经贸互动持保守态度， 提出
所谓 “新南向政策”， 但实际难
以有效推动。 而大陆主导的 “一
带一路” 是 “实打实” 的政策规
划， 推进有度、 成效显著。 台商
想开拓东南亚市场 ， 通过参与
“一带一路”， 可更为实际地分享
政策红利。

台湾知名企业家林文伯不久
前也直言： 若两岸可以合作， 台
湾半导体产业可以活得更好 。
“新南向政策” 与半导体业无关，
当地没有产业供应链， 市场也不
成熟， 根本没有生意， 请问当局
要业者去干什么？

日前， 《中国时报》 再刊评
论发出谏言： 台湾新当局一味排
斥、 抗拒大陆， 把台湾推离大陆
更远， 这绝不是好的策略。 大陆
好， 台湾可以更好。 “缺乏这样
的领悟， 或许是台湾持续向下沉
沦的主因吧！”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国家林业局有关
负责人５日表示， 大熊猫仍是濒
危物种， 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
还为时过早。

这位负责人表示， 大熊猫是
濒危物种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一是栖息地破碎化仍是威胁
其生存的主要因素， 部分局域种
群仍面临生存风险。 大熊猫仅分
布于川 、 陕 、 甘三省的狭窄地
区， 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
等因素影响， 大熊猫野外种群被
分割成３３个局域种群。 个体数量
小于３０只、 具有灭绝风险的种群
有２２个， 个体数量小于１０只、 具
有高度灭绝风险的局域种群有
１８个。

二是种群交流状况有待改
善。 受栖息地破碎化影响， 大熊
猫局域种群基因交流受阻。 加之
地域和管理体制的影响， 各大熊
猫圈养单位圈养个体间的基因交
流不足。 需进一步加强大熊猫基
因交流， 以保持整个种群的遗传
多样性， 维持种群生存活力。

三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未
来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林中有三
分之一可能会消失， 将对大熊猫
的生存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是部分大熊猫分布区存在
保护经费投入不足、 一线工作人
员专业技能普遍偏低等情况， 严
重影响了大熊猫保护成效， 保护
管理能力亟待提高。

这位负责人说，从目前来看，
大熊猫所受的威胁以及濒危状况
仍然不可忽视。 如果降低其保护
等级，保护工作出现怠慢和松懈，
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都将遭到不
可逆的损失和破坏， 已取得的保
护成果会很快丧失， 特别是部分
局域小种群随时可能灭绝。

这位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仍
需继续坚持不懈地加强大熊猫保
护工作。 我国计划开展大熊猫及
栖息地保护工程建设和大熊猫国
家公园建设等工作， 加强科技攻
关和人才培养， 促进野生种群复
壮，提升大熊猫保护管理水平，推
动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新华社电 屠呦呦团队成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
研究员廖福龙５日透露， 近期针
对青蒿素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
研究发现， 青蒿中仍有青蒿素之
外的其他抗疟成分。

在当天于广东省惠州市罗浮
山举行的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
上， 廖福龙介绍说， 屠呦呦及其
团队仍在进行青蒿素的相关科学
研究工作， 近期成果显示， 青蒿
中还存在着青蒿素之外的其他抗
疟成分， 有可能为疟疾治疗提
供 新的方法 。 同时 ， 屠呦呦团
队加强了对青蒿素药效的研究，
发现青蒿素中无抗疟活性的天然

组分能够增强青蒿素的实验抗
疟药效。 青蒿内源多组分可以改
变青蒿素的体内过程， 提高生物
利用度。

同时， 青蒿素的应用领域也
得到了拓展， 在抗疟之外， 屠呦
呦团队正在探索青蒿素类化合物
对其他疾病的治疗。 今年， 双氢
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新药研发
已经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的临床研究批件， 将为红斑
狼疮的治疗提供新的可能性。

廖福龙表示， 青蒿素的功效
不仅仅是治疗疟疾， 还有很多值
得研究的地方， 如抗病毒、 免疫
抑制、 抗肿瘤、 抗霉菌作用等。

谁置台湾产业于危境？
台商困局之问———

中国现在是否该建造超大对
撞机？ 丘成桐、 杨振宁等大师级
科学家近日相继 “发声” 论战 ，
成为舆论热点。 在这场论战中，
普通公众不仅得以一窥科学前沿
的最新进展， 还借助网络直接参
与讨论， 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出
科技的进步。

这场论战可以大体归纳为两
方面。 一是， 超大对撞机的科学
意义究竟有多大？ 哈佛大学数学
系和物理系教授、 菲尔兹奖得主
丘成桐认为， “五十年来欧美的
高能对撞机每一次得出来的重要
成果， 都能震撼人心”， 因此应
该继续建设超大对撞机， 进一步
探索。

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
宁认为， “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
超对称粒子， 只是一部分高能物
理学家的一个猜想”， 反对现在
就将巨额资金投入其中。

二是， 建设超大对撞机在经
济上值不值？ 公开发表反对意见
的王孟源曾是哈佛大学物理学博
士， 后转往金融界发展， 他认为
超大对撞机需要巨额资金， “必
然会影响真科学的资金来源 ”，
挤占其他领域的科研投资， 在经
济上不划算。

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
长王贻芳已提出 “环形正负电子
对撞机” 建设方案， 并公开预算

规划———在该方案的两个阶段 ，
“中国政府应该出资大约３００亿元
人民币 （每年３０亿） 和７００亿元
人民币 （每年７０亿）”， 他认为中
国有财力承担， 且已有成熟的大
型科学工程经验， 相关投入不会
是 “无底洞”。

其他一些议题还包括超大对
撞机是否可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
象， 是否能真正促进中国的科学
发展， 等等。

对普通公众来说， 该不该建
超大对撞机这个话题似乎太过高
深。 但实际上， 能够见证这种级
别的科学争论 ， 并在网上发言
“掺和” 一下， 本身就反映时代
的进步。

首先， 科技发展让我们有幸
见证和参与科学最前沿的争论。
上世纪， 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
子力学争论的科学意义和影响
力更大， 但当时的普通民众有几
个知晓 ？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
展， 让今天的普通人都能在网上
直接看到大师级科学家的公开文
章和观点，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
与讨论。

有意思的是， 今天人们参与
讨论所用的万维网系统， 就是起
源于负责运营 “大型强子对撞
机” 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在这
里工作的蒂姆·伯纳斯－李为了
更好地分享资料而发明了万维

网， 这也是高能物理研究开出的
一枝 “意外之花”。

其次， “该不该建” 能成为
问题， 也反映出中国科技实力的
进步。 曾几何时， 空间站、 大型
强子对撞机之类的前沿大科学工
程似乎都是发达国家的 “专利”，
中国只能望而兴叹。 如今， 中国
即 将 建 设 自 己 的 空 间 站 ， 而
在 有 关超大对撞机的争论中已
没有人怀疑中国是否拥有建设
能力和实力， 双方主要的争议在
于 “是否划算 ”、 “是否值得 ”
的层面。

第三， 众多网友发言， 说明
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的
关注度都在提高。 在多年科普教
育之后， 认为自己能对这些 “高
大上” 的议题说两句、 并且也希
望就此表达观点的人更多了。 根
据中国科协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 ２０１５年中
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
６．２０％， 高于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７％。

真理越辩越明。 这次各方科
学人物公开辩论， 是一个良好的
发展方向。 相信这些大师级科学
家并不介意公开讨论学术上的分
歧， 也会希望公众更多了解自己
的领域。 今后， 重大科学工程决
策必然会更加吸引公众的目光，
也必然更有透明度。

据新华社

超大对撞机论战反映科技进步

（上接第1版）
第三， 我们决心完善全球经

济金融治理， 提高世界经济抗风
险能力。 我们同意继续推动国际
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
加强落实各项金融改革举措， 共
同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我们
就能源可及性、 可再生能源、 能
效共同制定了行动计划， 就继续
深化反腐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第四， 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
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 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我们共同制
定 《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
略》 和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
架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
则 》。 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
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 期待在
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下，
世界经济将重新焕发活力。

第五， 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
联动式发展， 让二十国集团合作
成果惠及全球。 我们第一次把发
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
出位置 ， 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
计划， 同意推动 《巴黎协定》 尽
早生效， 发起 《二十国集团支持
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

议》 和 《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联盟倡议》， 将为发展中国家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全人
类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 二十国集团有
必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
效治理机制转型， 从侧重短期政
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 我
们决心合力支持二十国集团继续
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最突出、 最
重要、 最紧迫的挑战， 加强政策
协调， 完善机制建设， 扎实落实
成果， 引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
可持续、 平衡、 包容增长。

习近平感谢各方为推动世界
经济增长和二十国集团发展作出
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 在我们共
同努力下，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
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画上了
圆满句号。 相信此次会议将成为
一个崭新起点， 让二十国集团从
杭州再出发。

2017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德
国总理默克尔介绍主办汉堡峰会
设想和考虑。

会议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王沪宁、 汪洋、 栗战书、 杨
洁篪等参加有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