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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蔣曦、陳爽報道：記者從重慶
市政府新聞辦 19 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2023
年重慶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30145.79 億元（人民
幣，下同），比上年增長 6.1%。這意味着，繼上海、北
京、深圳後，重慶躋身中國「GDP 3萬億俱樂部」。

3萬億如何「煉成」？
據重慶市統計局張炳華局長介紹，工業生產穩步增

長，高新技術產品增長較快。2023年重慶市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6.6%，能源、消費品、裝備和
電子產業分別增長9.7%、6.4%、4.8%和0.8%。工業新
產品產量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其中，新能源汽車增長
30.3%，服務機器人增長 59.1%，工業機器人增長
25.7%。

服務業發展持續向好。1-11 月，重慶市規模以上
服務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 5178.78 億元，同比增長
9.2%。1-11月，規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實現營業收
入236.83億元，同比增長26.1%。

消費市場延續復蘇態勢。全年全市實現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1.5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6%。

固定資產投資運行平穩，新動能投資持續增強。
2023年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4.3%。

此外，重慶穩固抓住以人民為中心的 「根本點」，
實現居民收入穩步提升，城鄉差距逐步縮小，就業形
勢持續向好。

去年吸收外資1.1萬億
商務部：處歷史高位

【香港商報訊】中國商務部1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
示，2023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339.1億元（人
民幣，下同），同比下降8.0%，規模仍處歷史高位；
全 國 新 設 立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53766 家 ， 同 比 增 長
39.7%。

分行業看，去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引資4233.4億元，
佔同期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比重為37.3%，較2022年全
年提升1.2個百分點，創歷史新高。其中，高技術製
造業吸收外資增勢明顯。據官方統計，去年中國高技
術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6.5%，其中醫療儀器
設備及儀器儀表製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同比
分別增長32.1%、12.2%。

分來源看，去年法國對華投資同比增速達84.1%，
英國次之，為81.0%。

中國商務部外資司負責人此前稱，總的看，中國吸
引外資長期向好的趨勢並未改變。今後將推動進一
步壓縮外資准入負面清單，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加強與外資企業的溝通交流，不斷優化外資促進和
服務。

（據中新社消息）

重慶躋身GDP
3萬億俱樂部

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5%
辛國斌表示，2023年，穩增長政策 「組合拳」有

力有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4.6%，較
2022年提升1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5.0%。製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4年位居
全球第一。 「全年工業經濟呈現穩中向上、回升向
好的態勢。」

據介紹，十大重點行業基本盤穩固，為工業經濟
整體向好提供了堅強支撐。

數據顯示，汽車行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達
到13%。中國去年汽車產銷分別實現了3016.1萬輛和
3009.4萬輛，同比增長11.6%和12%，創歷史新高；
去年全年中國汽車整車出口 491 萬輛，同比增長
57.9%，首次躍居全球第一。

十個工業大省 「挑大樑」作用突出，其中有八個
省份增速高於全國規上工業增加值整體增速。江
蘇、山東、安徽等省份增速超過7%。

製造業投資增速自 2023 年 8 月以來呈現加快態
勢，汽車、電氣機械器材、化工、有色金屬等行業
投資兩位數增長，高於10%。 「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
的產出，這為下一步持續發展增添了後勁。」辛國
斌說。

新動能進一步增強
中國工業發展新動能不斷積蓄。辛國斌說，2023

年 「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
池）產品出口額首次破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

中國造船市場份額連續14年位居世界第一。近日
發布的造船業數據顯示，2023年造船完工量、新承
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三大指標第一次全部實現兩
位數增長。

據辛國斌介紹，中國加快打造創新高地，布局27
家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2家國家地方共建製造業創
新中心，加快建設45個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群。新材

料、機器人等一批新興行業快速成長。工業母機、
關鍵軟件等領域創新實現新突破，大飛機、高端醫
療裝備等攻關成果紛紛投入應用。

中國工信部新聞發言人、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陶
青說，綠色動能加快釋放。截至2023年底，累計在
國家層面創建綠色工廠5095家，產值佔製造業總產
值的比重超過17%。

製造業數字化轉型提速
中國製造業數字化轉型熱度持續攀升。2023年，

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展壯大，全年電信業務收入同
比增長6.2%，電子信息製造業築底企穩，軟件業量
效齊升，互聯網行業穩步恢復。5G應用融入97個國
民經濟大類中的71個，工業互聯網覆蓋全部41個工
業大類。

陶青介紹，中國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創新能力
位於世界第一梯隊，工業機器人、工業軟件等數字
產品和服務能力不斷提升，人工智能企業數量超過
4400家，鋼鐵、石化、鋰電池等領域系統集成能力
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底盤一體化壓鑄、電芯精密製
造、光伏組件柔性裝配解決方案取得突破，初步形
成全鏈條數字技術和產業體系。

（據中新社消息）

製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4年全球第一

中國工業經濟穩中向上
【香港商報訊】1月19日，中國工業領域多項數據發布。中國工信部副部長

辛國斌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23年，工業經濟在波動中實現穩步恢
復，發展的韌性進一步增強。

【香港商報訊】記者鄧建樂報道：1月19日，在人
民銀行深圳市分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深圳市分局舉
行的2023年深圳金融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記者
獲悉，截至2023年12月末，深圳市本外幣各項貸款
餘額9.21萬億元，同比增長8.3%；本外幣各項存款
餘額13.34萬億元，同比增長8.1%。信貸總量實現平
穩較快增長，穩固有力支持深圳經濟回升向好。

深圳人行充分發揮貨幣信貸政策導向作用，推動
貸款業務結構優化。深圳市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普
惠小微貸款餘額同比分別增長 40.7%、22.4%。融資
成本穩中有降。2023年12月，深圳市新發放企業貸
款加權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26個百分點，企業貸款
利率持續處於歷史低位。

深圳跨境收支規模全國第三
2023年，深圳跨境收支規模位居全國第三，其中

深圳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達 4.2 萬億元，同比增長
28.3%，首次突破4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人民幣

連續四年成為深港間第一大跨境結算貨幣。2023年
12月15日，深圳還獲批開展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
放試點。

持續支持外貿穩規模優結構，深圳推動跨境貿易
外匯收支便利化擴面提質增效，累計發展優質企業
971家，辦理跨境收支1694億美元，全國排名第4；
深圳8家銀行獲批憑交易電子信息服務跨境電商外匯
結算，服務客戶超1.1萬家； 「銀行+外綜服」創新
模式服務企業11.5萬家，收款328億美元，幫助超3
萬家企業便利退稅和貿易融資。

「金融支持前海30條」中 「有序探索深港私募通
機制」取得新進展。12月，同意3家港資QFLP管理
企業首批開展QFLP總量管理試點，總量合計9億美
元，允許其靈活自主配置和更換投資項目。

為全方位便利香港居民跨境消費，深圳構建數字
人民幣、移動支付、刷卡、現金等多門類、多品種
的跨境支付方式。截至2023年末，港人在深圳共開
立銀行賬戶約300萬戶。

扎實推進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科技金融方面，深圳首創 「騰飛貸」業務模

式，目前已有9家銀行運用 「騰飛貸」為15家企業
累計放款2.92億元。深圳聚焦先進製造業，率先在
全國各城市中出台金融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高質
量發展 「12 條」。綠色金融方面，支持建設山海連
城、綠美深圳。2023 年深圳市綠色貸款餘額、增速較
2019年增長近2倍。普惠金融方面，精準助力民營中
小微企業融資量增面擴價降。截至2023年末，深圳
市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83萬億元，同比增長22.4%；
授信戶數突破157萬戶。12月，深圳市新發放普惠小
微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29個百分點。

做好養老金融大文章，深圳試行個人養老金制
度，已累計為超過291萬人開立個人養老金賬戶。數
字金融領域，地方徵信平台歸集覆蓋深圳市400餘萬
家商事主體信用數據超20億條，截至2023年末，累計
服務企業37萬餘家，促成企業獲得融資3506億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嘉敏、通訊員粵交綜報道：
記者昨日從2024年全省春運電視電話會議獲悉，廣東
將加大運力投入，優化運輸銜接，打造平安春運、暢
順春運、暖心春運。今年春運廣東省旅客發送量約
1.27億人次，同比增長24.8%。

經初步研判，2024年春運將呈現三個特點：一是客
（車）流呈現快速復蘇跡象，群眾出行意願較強烈。
二是運輸結構呈現 「三增一降」。私家車、網約車、
城際拚車等個性化出行方式越來越普遍，民航、鐵
路、水路運輸客運量佔比大幅提高，道路運輸客運量
佔比可能降至約50%。三是春運客流疊加度不高。

廣州兩大開發區
進入全國前十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近日，商務部公
布2023年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發展水平考核評
價結果，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下稱 「廣州開發
區」）、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下稱 「南沙開發
區」）綜合排名分列全國第二、第七。其中，廣州開
發區已持續6年在該項評價中蟬聯全國第2，連續7年
上榜全國三甲，實際使用外資連續3年居全國榜首；
南沙開發區綜合排名從去年第 13 名躍升至全國第 7
名，首次躋身全國前10，實際使用外資、進出口總額
排名分別位列全國第2名和第5名。

廣州開發區已形成汽車製造、新型顯示、綠色能
源、新材料、美妝大健康五大千億級產業集群，以及
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三大500億級產業集
群，工業總產值接近9000億元，工業總產值約佔全市
四成。南沙開發區則集聚廣汽豐田、日本電裝、沙伯
基礎、龍沙、路易達孚、小馬智行等外資龍頭和創新
型企業，累計引進世界500強投資項目超260個。

深圳「靈渠」計劃成果發布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 「靈渠」計劃

——醫療器械產業鏈質量協同提升成果發布會近日在
深圳邁瑞公司召開。會議總結深圳全市 「靈渠」計劃
醫療器械產業質量提升工作成效，發布一批產業鏈、
供應鏈質量協同提升成果，積極謀劃未來產業質量提
升行動計劃，帶動各方共同推動產業質量提升。

發布會上，深圳市恆永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龍星辰電源有限公司、合肥賽里斯智能傳動系統有
限公司依次發布了《低壓擴張型和螺紋轉接行管路鏈
接件》《體外診斷醫療器械用移液針》《機械驅動微
量柱塞泵》等五項團體標準。同時， 「靈渠」計劃打
造了質量要素協同服務的新平台，創新了企業加強質
量管理的新舉措。

粵春運發送旅客
料達1.27億人次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1月19日，羅兵
咸永道發布《廣東專精特新 「小巨人」成長手冊》
研究報告，報告引述國家工信部公示數據顯示，截
至2023年7月，廣東的國家級專精特新 「小巨人」
企業1525家，其中上市企業241家，近兩年融資和募
資金額超過 1000 億元。羅兵咸永道諮詢服務（廣
東）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斌指出，隨着 「小巨人」企
業群體快速成長，它們迫切需要政府扶持，加速形
成廣東製造強省的新質生產力。

深圳「小巨人」佔廣東超五成
廣東的國家級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1525家，

其中八成位於深廣莞佛四個GDP萬億級城市，深圳
有752家、佔比過半，廣州、東莞、佛山分別為249
家、172家和86家。廣東 「小巨人」八成聚集於新一
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智造、新材料、節能與新能

源汽車等四個賽道的戰略性產業集群，成為廣東
「製造業當家」的基石。報告指出，廣東 「小巨

人」企業平均專利擁有量139項，數字化水平達到二
級以上。研發能力和數字化智能化水平讓企業在戰
略新興產業中跑出 「加速度」。

冀政府「天使基金」助成長
兼具研發實力和市場佔有率的 「小巨人」企業在

資本市場備受追捧。報告指出，半導體、新能源汽
車等賽道的 「小巨人」企業最受資本青睞。根據投
中數據公開融資事件梳理，2022 年到 2023 年這兩
年，廣東 「小巨人」企業公開的融資和募資金額超
過1000億元。

在上市方面，截至 2023 年 9 月，廣東上市 「小巨
人」企業241家，上市比例不足16%。為此，羅兵咸
永道諮詢服務（廣東）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斌分析，

新生代的科技型企業偏向於尋找政府引導基金和國
有科創基金、鏈主投資等融資機會，藉助這些資本
給企業找到政策 「背書」和市場資源。但值得注意
的是，廣東 「小巨人」企業曾獲得過政府引導性基
金和國有基金投資的佔比不到10%，特別是廣州、佛
山和東莞的 「小巨人」以及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獲得
資本的關注度不夠。

「廣東要加快將『小巨人』列入上市預備隊，提高要
素供給的針對性。」王斌指出，近年來，以深創投、粵科
金融、廣汽資本等為代表的國有資本、鏈主企業資本
加大對 「小巨人」企業的投資布局，廣東可借鑒長
三角經驗，設立專精特新專項母基金，以 「投資+孵
化」模式培育本地企業，對接產業鏈資源幫助廣東
「小巨人」做大市場，實現快速成長；同時，發揮

政府引導和國資資源優勢 「以投代招」，通過投資
把外地 「小巨人」企業引進到廣東落地。

粵 「小巨人」企業1525家 民企佔比約95%

全過程智能化閉環管控
從 2023 年 8 月 21 日試運行開始，截至 2023 年 12

月31日，深圳5G+無人機血液運輸智能空港平台共
計飛行203架次，運輸血液重量總計434公斤。通過
無人機將羅湖區人民醫院血液運輸時長由60分鐘
大幅縮減至9分鐘，成功救治1名脾破裂大出血手
術患者。

該平台充分利用 5G 大帶寬優勢，結合人工智
能、視覺圖像分析等技術，全過程實現高清視頻
以及冷鏈溫度實時回傳，使周圍環境可視、溫度
可知，以確保血液冷鏈的安全性。同時將血液發
放、航線信息、飛行狀態、應急調度、醫院接收
等運輸全過程實現智能化閉環管控，實現無人機
血液運輸智能化、一體化的開放式空港管理，並
對所有准入的無人機血液運輸公司進行智能管

控 。 通 過 智 能
化 血 液 空 港 平
台 建 設 ， 健 全
深 圳 無 人 機 常
態 化 血 液 運 輸
網 絡 ， 形 成 規
模 效 應 ， 打 造
「空 地 一 體

化」的作業模式，可實現緊急情況下的5G+無人
機血液運輸應急調度。

後期開展常態化無人機血液運輸
在啟動儀式上，深圳市血液中心黨委書記、主

任寧理表示， 「5G+無人機血液運輸智能空港平
台」啟動後，從前期的兩個試點醫院，到即將新
增4條航線，後期還將覆蓋更多的醫療機構，通過

規模化推廣應用，開展常態化無人機血液運輸。
深圳市衞生健康委醫政醫管處一級調研員李林

希望深圳血液中心通過5G+無人機血液運輸智能
空港平台，聯合全市三個血站和臨床用血醫療機
構，搭建覆蓋全市、響應及時的血液應急運輸空
中網絡，並運用智能空港平台進行全程有效監
控，進一步提高全市血液運輸能力和應急保障能
力，為深圳建設國家緊急醫學救援中心提供支
撐，助力深圳衛生健康事業高質量發展。

深圳5G+無人機空中送血
最快9分鐘抵達 即將新增4條航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 「低空+醫療」 ，
振翅高飛。1月19日， 「深圳5G+無人機血液運輸智
能空港平台」 啟用儀式在深圳市血液中心舉行。該平台
由深圳市血液中心牽頭，聯合中國電信深圳分公司共同
開發打造，是全國首個 「5G+無人機血液運輸智能空港
平台」 ，極大提升深圳醫療救治和血液應急供應保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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