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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
者 张 泉）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
发布《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
办法》，坚决打击各类非正常申
请专利行为，确保实现专利法鼓
励真实创新活动的立法宗旨，全
面提高专利质量。

办法所称非正常申请专利
行为是指，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不以真实
发明创造活动为基础，为牟取不
正当利益或者虚构创新业绩、服
务绩效，单独或者勾联提交各类
专利申请、代理专利申请、转让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等行为。

办法对各类非正常申请专
利行为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国家

知识产权局对非正常专利申请
的专门处理程序，同时为保障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告知了相关法
律救济途径。

办法明确，对于被认定的非
正常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
可以视情节不予减缴专利费用；
已经减缴的，要求补缴已经减缴
的费用。对于屡犯等情节严重
的申请人，自认定非正常申请专
利行为之日起五年内对其专利
申请不予减缴专利费用。

办法还分层次、分主体明
确了对存在各类非正常申请
专利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的处
理措施，以及处理部门和处理
机关。

3 月 19 日，中欧班列（渝新
欧）十周年纪念专列在重庆团结
村站等待发车。

新华社记者 唐 奕 摄

当地时间3月18日至19日，全球瞩目的中
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
举行。这是一次及时、有益的对话，也是一场
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加深了相互理解。
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重要分歧，但都希望
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开展互利合作，防止
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抗，推动中美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中国农历新年除夕，习近平主席同
拜登总统成功通话，一致同意双方要加强沟
通，管控分歧，拓展合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中美
关系发展指明航向。本次安克雷奇对话，正是
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的重要举措，中方冒着
严寒万里赴约，充分展现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

对话总比对抗好。本次对话中，双方围
绕各自内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长时
间、建设性的沟通，表达了在一些具体领域加
强合作或协调的意愿。比如，双方均致力于
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合作，并将建立中
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将本着对等互惠的
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
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等。本次对话
再次印证，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沟通和对话，
有助双方增信释疑，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互利
合作。

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
好日子，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为全人类的发展进
步作出贡献。合作共赢始终是中国发展的重
要原则，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黄金法则。中国
无意干涉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意挑战或取代美
国地位和影响。美方也应正确看待中国的政
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正确看待中方一系列大政
方针，正确看待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同时，美
方应尊重中方主权、安全等核心关切，停止在
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本
次对话中，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
国政策，向外界发出了正确信号。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
博弈。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谁都无法承
受冲突对抗的后果。两国应当相互信任而不
是猜忌、相互理解而不是指责、相互合作而不
是拆台。过去几年，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
无理打压，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
难，这种局面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两国相处的
大道和正道。

中美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块头”。
中美加强协调与合作，才符合全球和平与发展
的大势，也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期待。在国际舞
台上拉“小圈子”，开历史倒车，以意识形态划
线，重挑集团对抗注定没有出路，尊重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携手前
行。中方愿与美方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
机制中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国际社会提供
更多更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两国可以在抗
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等当前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三大任务上开展
合作，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做大合作蛋糕。此次对话中，双方也表示
将围绕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活动
加强协调磋商，同意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阿富
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题上保持和加
强沟通协调。

回望历史，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一直在探寻
不同社会、不同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的和平共处
之道。上世纪70年代，富有远见卓识的中美领
导人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破冰，开辟了两个国家
和人民走向全面合作的道路。如今，如何让中
美关系这艘大船越过湍流、平稳前行，同样需
要非凡的视野和胸襟。

中美已经再次来到历史的关键节点。置
身百年大变局，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呼唤，
两国有责任、有能力、有智慧找到不同政治制
度大国的相处之道。

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
不是“筑墙”，这是历史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新华国际时评）

对话是正解 共赢是正道
新华社记者 韩 梁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任务非常艰巨，要求会更
加刚性。”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近
日表示，钢铁行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撑产业
和碳排放重点行业，应强化对碳减排共识，将挑战
转化为自身高质量发展动力。

李高在20日举办的2021（第十二届）中国钢铁
发展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他指出，钢铁行业要以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导向，统筹谋划目标任
务，科学制定行动方案，推动行业碳排放尽早达峰。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释放的信号同样很
“刚”。记者了解到，工信部今年将制定出台更加严
格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完善产能信息预
警发布机制，实施产能产量双控，组织开展钢铁去
产能回头看，逐步研究建立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
能耗总量等为依据的产量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在制造业31个门类中碳
排放量最大，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一半以上。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看来，我国钢铁行业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进步，在吨钢耗能与碳排放量上
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粗钢产量巨大造成了全行
业碳排放总量仍然较大。

而与高位震荡上行的粗钢产量相比，钢铁行
业利润率提升却相对乏力。如何进一步脱碳、减
量、增效？空间有多大？着力点在哪？这些是钢铁
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绕不过的问题。

“不要孤立地看待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工业
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碳达峰、碳中和事关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产品结构，牵动着国
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毅中的观点在钢铁行业体现尤为明显。以
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高炉—转炉为主的流程结构、
行业集中度不高、高端绿色产品供给不充分等能源、
产业、产品结构性问题都是影响钢铁行业碳达峰、碳
中和的因素。反过来看，低碳发展也将倒逼钢铁行
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冷静看待当前钢材消费高增长，国家提出
压缩粗钢产量，就是要求钢铁行业切实转变发展理
念，从高速增长转移到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来。”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骆铁军表示，无论是控产能、
还是减产量，目标都指向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平
衡，这既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有利于
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今年2月，中钢协发布倡议书，呼吁钢铁行业
努力在“十四五”期间提前实现碳达峰：一是尽早实现粗钢产量达
峰，二是推动低碳冶金等变革性技术研发，三是有序发展电炉短流
程工艺，四是提高高强度钢材的应用。

钢铁企业积极响应，从宝武集团、河钢集团、鞍钢集团等多家钢
铁企业近日发布的2021年经营计划中可以看到，碳达峰、碳中和已
成为企业发展关键词。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新创介绍，钢铁行业正在加快
研究碳达峰及降碳行动方案，包括推动绿色布局、节能及提升能效、
优化用能及流程结构、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应用突破性低碳技术、
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体系支撑等内容。

“钢铁行业将是率先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行业，地方落实
碳达峰的关键环节，抢占技术创新至高点的重要领域。”李新创说。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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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向着“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中欧班列开行十周年记

我国加强打击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