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12月26日，山西省召開 「推動
高質量發展 深化全方位轉型」系列主題新聞發布
會，在會上，山西省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岳奎慶表
示， 「華北豹、褐馬雞種群數量位列全國首位，運
城黃河濕地保護區已成為大天鵝等眾多水鳥遷徙越
冬的家園，今年紅嘴鷗首次出現在太原汾河濕地公
園，這些都是生態向好的重要標誌，也是生物精靈
的自然反饋……」

華北豹與褐馬雞均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其中，
前者是山西省 「明星」物種，全省36個保護區都
拍攝到過其珍貴影像。後者則是山西省政府 1984
年命名的 「省鳥」，經過40年保護，數量從1990
年的逾5000隻增加到現在的19000隻左右，分布範
圍從28個縣、3個保護區擴大到45個縣、20個保
護區，分布區總面積達11900平方公里。

近年來，山西厚植生態根基，大規模在全省範圍
內實施擴綠、興綠、護綠，尤其是將野生動植物保
護作為維護生態安全、提升生物多樣性、建設美麗
山西的重要任務，持續加強珍稀瀕危物種保護，並
取得了明顯成效。依照最新分類系統，山西省現有
陸生野生植物2743種，陸生野生動物543種。

候鳥是生態質量的指示物種。2024年1月，水鳥
越冬期同步調查中，山西共監測記錄到61種、3萬
多隻水鳥在本省棲息越冬，其種類和數量均呈現逐
年增長態勢，這也成為山西省生態環境持續向好的
最佳見證。 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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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2025年春運，
從1月14日開始到2月22日結束，預計40天。按
照目前火車票提前15天開始發售的規則2024年12
月31日將開售春運第一天火車票。

中國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李揚27日在北京表示，
預計今年春運隨着各方政策釋放，出行需求會更
加強烈，無論是春運的出行總量還是單日峰值，
都可能會創歷史新高。

當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 「中國經濟高質
量發展成效」系列新聞發布會，李揚在會上介紹
了2025年交通運輸部將重點關注的工作。

在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方面，李揚透露，預計
2025年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有望達到3000億元人
民幣，這將為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發展帶來強
力支撐。 「交通運輸是全社會物流成本構成的要
素之一，成本主要有運輸成本、倉儲成本和管理
成本，我們希望通過發揮綜合運輸優勢推動公轉
鐵、公轉水，更好地為降本提質增效作貢獻。」
李揚說。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中國貿促會新聞發
言人孫曉27日在例行發布會上介紹，中國貿促會近期
對超過600家在華外資企業進行調研，有九成受訪外資
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評價 「滿意」及以上。中國英國商
會和中國德國商會近期發布調查報告亦顯示，76%的英
國企業計劃維持或增加在華投資，92%的德國企業將繼
續在華運營，超過一半將在未來兩年內增加投資。

孫曉表示，當前，中國政府正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
開放，進一步擴大市場准入，為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營
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和更多發展
機遇。中國貿促會代表中國工商界，誠摯歡迎更多外

國企業來華開展產業合作，也將繼續服務好外資企業
在華投資合作發展，幫助解決在華經營中遇到的多種
困難和問題，推動中外企業攜手打造更加富有活力、
韌性和效率的全球產供鏈，既實現企業自身更好發
展，也助力各國共同繁榮。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孫曉強調，
無論全球經濟順風還是逆風，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只
會越開越大，外資企業在華發展一定會越來越好。

中國貿促會同日還發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
意向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24年，中國企業對
外投資合作平穩發展，超八成受訪企業擴大和維持對

外投資意向，超九成受訪企業對中國對外投資前景持
較為樂觀態度。

孫曉介紹，2024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主要呈現以
下特點和趨勢：從地域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優先選
擇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在行業選擇上，五成企業
對外投資優先選擇製造業，近三成企業優先選擇批發
和零售業。從貨幣選擇看，超六成中企考慮使用人民
幣開展對外投資，超八成中企使用人民幣開展對外投
資的意願增強。從出口促進看，近七成中企在開展對
外投資後增加了對東道國的出口貿易額，其中超三成
企業擴大了對東道國關鍵設備、原材料的出口。

貿促會：九成受訪外企滿意中國營商環境

春運下月中旬開始
火車票下周二開售

山西生態環境持續向好
華北豹褐馬雞全國居首

「隨着存量政策有效落實，一攬子增量政策加快
推出，政策組合效應持續發揮，帶動規模以上工業
生產平穩增長，企業效益繼續恢復。」國家統計局
工業司統計師于衛寧說。

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由降轉增。11月份，全國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0.5%，上月為下降
0.2%。1至11月份，規上工業企業累計營業收入保持
增長，同比增長1.8%。

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深入推進。數據
顯示，11月份，光電子器件製造、可穿戴智能設備
製造、鋰離子電池製造等行業利潤分別增長41.1%、
90.3%和35.3%。

消費品製造業利潤較快增長。11月份消費品製造
業利潤同比增長 22%，拉動全部規上工業利潤增長
3.7個百分點。其中，家電、家裝、廚衛等行業受消
費品領域以舊換新政策顯效影響，利潤實現較快增
長。

今年規上工業增加值料升5.7%
「雖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仍處下降區間，但

隨着政策組合效應持續顯現，工業企業利潤降幅繼
續收窄，效益狀況有所改善。」于衛寧表示。

此外，於12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業
和信息化工作會議還釋放一系列政策信號。據悉，
2024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預計增長5.7%

左右，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保持基本穩定。
今年以來，製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取

得階段性成果，一批產品實現應用推廣，產業轉移
對接活動推動一批重大項目簽約落地。C919累計交
付14架，首個商業航天發射場建成並首發成功，300
馬力級無級變速拖拉機量產應用……一批重大工程
捷報頻傳，產業科技創新取得新突破。

新一輪十大重點行業穩增長
2025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將實施新一輪十大重點

行業穩增長工作方案，加強對工業大省運行調度和
督促指導，引導各地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同時，研
究制定建立保持製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的方案，
加力推進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支持政
策落實，並啟動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培育工程。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在會上表示，2025年
將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深入實施製造業
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行動，提升產業科技創新能
力，改造升級傳統產業，鞏固提升優勢產業，培育
壯大新興產業，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支持中小企業
專精特新發展，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以
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工業經
濟持續平穩向好。

「我們還將加強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布局
建設一批國家製造業中試平台、產業技術基礎公共
服務平台。實施國家高新區新賽道培育行動，推動
一批省級開發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加快科技服務
業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統一技術交易服務平台建
設，建設一批高水平科技型企業孵化器。」金壯龍
說。

全國規上工企效益繼續恢復
【香港商報訊】綜合消息，國家統計

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11月份，全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7.3%，在
去年高基數基礎上降幅較10月份收窄2.7
個百分點。1至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6674.8 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下降4.7%。

圖為江蘇南京一家製造企業的生產景象。 中新社

港人深圳開心過聖誕
今年聖誕假期，不少港人都選擇去外地過節。據

香港入境處統計，從上周五至本周一，約162萬人次
港人出境，其中121萬人選擇北上，深圳是北上熱門
目的地之一。有港人向本報記者表示，深圳的消費
相對來說更划算，尤其是餐飲和娛樂方面比香港優
惠太多，真是 「又平又靚」，從去年開始自己及身
邊的朋友就經常選擇到深圳消費娛樂。

福華路是深圳市福田區一段較為繁華的商業路
段，福田星河cocopark、皇庭廣場等大型購物中心都
坐落在此。由於離福田口岸不遠，許多港人會選擇來
這裏購物、休閒、娛樂。為了迎接聖誕、元旦期間前
來消費的顧客們，福華路的節日氛圍早已拉滿。

平安夜當晚，福華路上燈火通明，非常熱鬧。在
一家泰國餐廳，店長向記者表示，今年以來，明顯
可以感覺到香港客人的增加。他說： 「我與港人交
流過，他們主要認為深圳的消費價格與服務都比較
有優勢。」

記者在商場內遇到了正在等人的
港人蔡先生。蔡先生表示，他周一
抵達深圳，打算在深圳過完聖誕後再
與家人去別的城市旅行。他說： 「深
圳過聖誕也好有節日氛圍，自己有很
多朋友也住在深圳，這次在深圳過節
感覺很開心。」深圳的消費較香港實
惠，服務員的態度十分親切友好，這
是他對深圳最深刻的印象。

深圳多措促消費活市場
據了解，為了抓住年末這一波消費熱潮，深圳各

區都採取了各種措施促進消費、活躍市場。
就福田區而言，記者從相關部門了解到，目前福

田區正在積極籌劃 「歡樂過大年 精彩在福田」
2024—2025 跨年新春消費季活動。2024 年 12 月至
2025年2月，福田區將聯動全區重點品牌、企業、商
圈等，圍繞歲末年初節日，開展深圳冰雪嘉年華、
千燈廟會展、非遺魚燈巡遊、四海一家大巡遊、2025

福田迎春花市等超500場為期3個月的大型促消費系
列活動。

此外，福田區還派發了文旅消費券百萬大禮包，
包含酒店住宿券、餐飲券、旅遊觀光券、觀影券，助
力消費者在新年期間享受更多優惠、優質的服務。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持續推進，港珠澳
大橋、南沙大橋、廣深港高鐵等拉近了彼此物理上
的距離。而支付寶香港、微信香港錢包、深港公交
地鐵掃碼互通等軟件的落地，讓粵港澳居民生活上
的互通更加便利。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報道：12月27日，廣
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研討會暨
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溝通交流工作機制第二
次會議在廣州南沙召開，南沙、橫琴、前海、寶安
共同簽署了《智能網聯汽車示範應用試點互認合作
框架協議》，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發展
提供新的支撐。

記者現場獲悉，《協議》以創新的方式構建了
「三體系一提升」的互認機制。這一機制涵蓋了異

地互認的資格體系、異地開放的道路體系以及異地
協同的監管體系，標誌着從過去的各自為戰向合作
共贏的轉變，有力地推動了智能網聯汽車的商業化
和規模化發展。此外，本次還首次建立了跨區域的
智能網聯汽車合作發展體系，營造了一個包容、開
放且協同共進的政策環境。

據了解，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此前已開放全域
330 公里的道路，供自動駕駛測試及示範應用使
用，並建立了橫琴智能網聯汽車監管平台。今年9
月，該區域更是率先啟動了智能網聯無人駕駛商業
試點。截至目前，該區域內的自動駕駛累計里程已
超過53萬公里，累計服務人數超過6萬人次，其中
為澳門市民提供的服務達到了1.6萬餘人次。

會上，小馬智行、如祺出行、酷哇科技以及蘿蔔
快跑等企業作為首批互認合作試點，獲得了授牌。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嘉敏報道：為進一步傳承和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在丘逢甲誕辰160周年之際，12
月27日， 「南粵先賢——丘逢甲生平事跡展」啟動
儀式在廣州萬木草堂舉行。

丘逢甲嫡孫、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看到祖父丘逢甲的雕像豎立起
來，感到很開心、很激動。

丘應樺提到，祖父丘逢甲的事跡和愛國精神對他有
很大的影響，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年輕人學習丘逢甲的
愛國思想，並強調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有助於兩岸統
一，同時希望年輕一代不要忘本，一定要尋找自己的

「根」，沒有家鄉就沒有現在的我們。
「南粵先賢——丘逢甲生平事跡展」來自丘逢甲故

里梅州市蕉嶺，展覽通過文獻、圖片、實物等多個角
度，從 「東寧才子 情繫台灣」 「招募義勇 抗日保
台」 「講學嶺東 培育英才」 「受聘省垣 與時俱進」
「詩界巨子 天下健者」五個方面，全面回顧丘逢甲

為振興中華、保台復台而奮鬥的一生。
展出地點萬木草堂原是清代時廣東省邱氏子弟到省

城應試的居住處——邱氏書室，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

1891年，康有為與其弟子梁啟超、陳千秋等人為宣

傳維新變法思想，為國家培養有識之士與棟樑之材，
特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並在此聚徒講學，之後更是在
萬木草堂策源發起中外聞名的戊戌變法，在中華民族
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一道濃墨重彩。1896年，丘逢甲
作為丘氏後人來到萬木草堂，長期在此生活，為萬木
草堂書寫上了厚重的一筆。

丘逢甲（1864-1912），祖籍廣東嘉應鎮平（今梅
州市蕉嶺縣），清同治三年（1864）出生於福建省台
灣府淡水廳雙峰山區銅鑼灣（今台灣苗慄縣銅鑼
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革命先驅和憂國憂民的愛
國志士、傑出的詩人、成績卓著的教育家。

南粵先賢丘逢甲生平事跡展啟動
丘應樺冀年輕一代愛國愛鄉

跨境消費成灣區新生活方式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今年聖誕節，跨境消費成為熱
潮。有數據顯示，隨着深圳居民赴港 「一簽多行」 以及內地赴港
「個人遊」 城市擴容等政策的落地實施，南下香港旅行消費的內地

遊客人數明顯提升，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 「紅利」 。與此同時，有
不少港人也選擇到大灣區消費。展望未來，隨着更多便利政策的實
施，粵港澳大灣區的 「優質生活圈」 將迎來新的升級。

大灣區四地簽署
智能網聯汽車互認協議

廣州南沙財稅助力
上市公司破局進階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伍敬斌報道：12月
26日，廣州南沙區稅務局、南沙開發區國資局、南
沙區財政局共同舉辦 「財稅集聚 服務上市 共話圖
南」上市公司財稅交流活動，通過凝聚多方合力、
發揮區域優勢，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南沙）財稅專
業服務集聚區的服務功能，助力上市公司在南沙集
聚發展，助力後備企業在南沙培育上市。

活動儀式上， 「南沙區上市公司綜合服務驛站」
揭牌。據了解，該驛站位於南沙區明珠金融創新集
聚區，由南沙開發區國資局、南沙區稅務局、南沙
區財政局聯合設立，做到了整合國資、稅務、財政
等多方力量，集聚南沙區金融、法律、涉稅專業服
務機構等資源，為上市公司提供全流程政務辦理、
財稅服務、法律諮詢等一站式服務。

活動現場，南沙開發區國資局和南沙區稅務局分
別宣介支持區內上市公司發展的系列舉措以及區內
營商環境優化情況，通過減稅降費、資金扶持、優
化服務等方面展示南沙對新質生產力企業的吸引
力，助力南沙本地上市公司持續壯大，吸引區外上
市公司在南沙投資落戶。

福田星河cocopark人流如織。記者 伍敬斌攝

粵港澳「優質生活圈」加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