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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 通訊員郭成海、岳
千琳、李奕州報道：廣深港高鐵福田至香港段自
2023 年 1 月 15 日恢復通車至今已滿兩年。在去
年，此段高鐵不僅鞏固了復通首年的運營成果，
還在多個方面展現出新業態與新亮點，為內地與
香港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據統計，2024 年廣深港跨境高鐵列車開行數量
日均超130列。廣深港高鐵由內地往香港發送旅客
1398.8 萬人次，香港往內地發送旅客 1342.3 萬人
次，其中，深圳地區往香港發送旅客 796.7 萬人
次，與去年同比增長 43%。特別是加開了張家界
西、西安北至香港西九龍的列車後，香港的高鐵
網絡已能夠直達內地94個城市，通達程度逐年提
升，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多元的出行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6月，歷經疫情停運後的
香港往返北京、上海卧鋪列車，以高鐵動卧的全
新形式重新投入運營，為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通
方式增添了新的選擇，打破了以往僅有日間高鐵
列車的單一局面。同年10月，京港、滬港高鐵動
卧列車更是升級為了時速350公里的 「復興號」卧
鋪動車組，一年來，香港高鐵動卧已發送旅客超
6.6萬人次。

此外，廣東多項重要經濟指標位居全國首位。廣
東進出口總額突破9萬億元、總量連續39年居全國
首位；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35萬億元，連續34
年居全國首位；廣東經營主體突破1900萬戶，其中
企業超830萬戶，總量均居全國第一；廣東區域創新
能力連續8年全國第一。

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全部清零
2025年，廣東將GDP增長目標確定在5%左右；固

定資產投資提質提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5%
左右，進出口總額穩量提質；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增長6%左右；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3%；居民
消費價格漲幅2%左右；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
城鎮新增就業110萬人以上。

王偉中認為，經濟基礎穩、結構優、活力足、潛
力大，將支撐廣東經濟行穩致遠，也是再造一個新
廣東的後勁所在。

具體而言，基礎穩主要是廣東省經濟基本盤穩
健，處在鏈接內外循環的關鍵節點，經濟體量和市
場規模大，且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全部清零，政府融
資平台公司全面轉型並規範管理，這些是廣東經濟
行穩致遠的支撐所在；結構優是指廣東省產業體系
完備、創新能力較強，擁有 8 個萬億元級產業集
群，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這些是廣東產業向上突
圍的優勢所在；活力足主要是廣東省市場化程度
高、開放型經濟活躍、改革紅利不斷釋放，實時人
口 1.5 億左右，新出生人口數量居全國第一，擁有
大批抗風險能力強的企業和高素質高技能人才，這
些是廣東持續蓬勃發展的動力所在；潛力大主要是
廣東省擁有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戰略疊加的重大利

好，隨着 「百千萬工程」 深入實施，城鄉區域協調
發展、陸海統籌山海互濟將拓展巨大空間，這些是
再造一個新廣東的後勁所在。

大灣區建設仍列今年工作之首
今年，廣東省將重點抓好十二個方面工作，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仍被列為工作之首。王偉中表示，廣
東將做實粵港澳大灣區 「一點兩地」全新定位，更
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推動大灣區市場一
體化建設，提升創新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加快建
設世界級的大灣區、發展最好的灣區。

其中，廣東將深入實施 「灣區通」工程。加快
「軌道上的大灣區」建設，深化軌道交通 「四網融

合」；廣東將用好管好港珠澳大橋，優化實施 「港
車北上」 「澳車北上」，穩妥推進 「粵車南下」，
推廣 「一地兩檢」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和貨物

「一單兩報」等通關模式；加強 「灣區標準」 「灣
區認證」推廣應用，擴大職稱和職業資格認可、
「一試三證」範圍，完善支持港澳青年在粵就業創

業政策和平台體系，推動更多政務服務事項 「跨境
通辦」。

今年，廣東還提出要做強重大合作平台，緊緊扭
住 「澳門＋橫琴」新定位，加強基礎設施 「硬聯
通」、規則機制 「軟聯通」、琴澳居民 「心聯
通」，加快建成琴澳經濟高度協同、規則深度銜
接的制度體系。支持前海聯動港澳打進優質高效
的現代服務業新體系，提高國際金融城、國際人
才港、國際法務區發展能級，集聚發展總部經
濟。加力提速南沙開發建設，推進行政區、開發
區、自貿試驗區一體化運行改革。強化河套深圳
園區與香港園區聯動發展，推動進出口科研貨物
關稅政策、機構企業 「白名單」制度和海關監管
辦法加快落地，吸引更多高端科研機構、高水平
科研團隊入駐。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提出要提升廣州、深圳兩
大中心城市發展能級，推動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
展。加快規劃建設環珠江口 「黃金內灣」，狠抓重
大項目建設。安排省重點建設項目1500個、年度計
劃投資1萬億元。

廣東GDP率先突破14萬億

今年深入實施「灣區通」工程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何嘉敏報道：1月15日，廣東省十四屆人大

三次會議在廣州開幕，廣東省省長王偉中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預計廣東
省地區生產總值邁上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新台階，連續36年居全國首
位。他還表示，今年廣東GDP增長目標確定在5%左右。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報道：廣東省十四屆人
大三次會議召開期間，東莞市委書記韋皓接受媒體採
訪時透露，東莞是外貿大市、製造業大市，2024年
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1.3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增長8.3%。

他表示，2025 年，東莞將從支持企業拓市、發展
跨境電商、創新打造空港中心、吸引和利用外資等方
面科學謀劃，扎實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住外貿外
資基本盤，更好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

作為全球製造業名城、廣東第四個GDP超萬億城
市，今年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至少有17處直接提
及東莞，足見東莞在廣東發展大局中的重要程度。

以發展 「三來一補」起家的東莞，如今已與全球
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越來越緊密。韋皓透露，
作為外貿大市、製造業大市，東莞今年將以更大的力度
穩外貿穩外資，推動全市外貿進出口保持平穩增長。

在針對六大傳統市場（中國香港、美國、中國台
灣、歐盟、日本、韓國）方面，東莞將鼓勵企業運用
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產品，提升出口企業技
術水平，通過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獲取穩定的外貿增
長。同時針對深度開拓共建 「一帶一路」等新興市
場，將發動超 3000 家次企業參加超 200 場 「粵貿全
球」等境外展會，其中新興市場展會不少於100場；
梳理共建 「一帶一路」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經貿合

作、產業資源、貿易結算方式等資訊，推廣 「一國一
冊」指南，探索搭建 「走出去」綜合服務站。

空港中心是東莞和香港兩地政府聯手打造的標誌性
項目，也是全球首個直達機場空側的跨境海空聯運項
目。自2023年4月正式運行，2024年便完成168億元
進出口貨值，發展態勢迅猛。未來，東莞將在貿易通
道建設、規則機制銜接等方面更多支持，推動空港中
心開通特色出口業務及項目上量發展，為灣區製造業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進出口通道。

此外，東莞還將在推動海內外電商平台與本土產業
融合發展、靶向招商及協助外資外企增資擴產和拓展
產業空間等方面科學謀劃，推動經濟持續向好發展。

莞港空港中心完成進出口貨值168億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據海關總署廣
東分署最新統計，2024年廣東外貿進出口9.11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9.8%，同期全國
增長5%，對全國增長的貢獻率達38.7%，佔全國外貿
的 20.8%，提高 0.9 個百分點。其中，出口 5.89 萬億
元，增長8.4%；進口3.22萬億元，增長12.5%。

分析2024年廣東外貿進出口數據可以發現，過去
的一年，廣東貿易方式結構優化，一般貿易佔比提
升。2024 年，廣東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 5.3 萬億
元，增長10.9%，佔廣東進出口總值的58.2%，提升

0.6個百分點。同期，加工貿易進出口1.94萬億元，
下降0.3%，佔21.2%。

來自廣東民營企業的進出口增長更加強勁，2024
年，廣東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 14.6 萬家，增加
11.6%。其中，民營企業 12.3 萬家，增加 13.2%；進
出口5.8萬億元，增長15.2%，較廣東整體增速快5.4
個百分點，佔廣東進出口總值的比重提升3個百分點
至63.6%。同期，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2.85萬億元，
增長1.8%，佔31.2%；國有企業進出口4484.4億元，
下降2.4%，佔4.9%。

廣東外貿首破9萬億元

港高鐵復通兩年亮點多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深圳元及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近日落戶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1月15日，元及能源啟動全釩液流電池超高功
率電堆的研發中心、實驗室及中試線建設項目。

元及能源（1st Flow）2018 年在德國弗萊堡成
立，元及能源的核心團隊成員在全釩液流電池領域
工作已近15年，此次研發中心的落成，標誌着元及
能源在高功率電堆技術領域邁上新台階。元及能源
作為中德聯合的典範企業，將充分發揮德國的研發
基礎優勢以及中國的產業化與高效創新優勢，不斷
地在全釩液流電池技術領域實現新的突破。

元及能源落戶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並以
此為全球總部加速國際化布局，通過技術引進與本
地化研發相結合，快速構建覆蓋研發、生產和銷售
的全流程能力。與此同時，元及能源將充分發揮本
身的國際化基因，快速組建和充實國際化運營團
隊，進軍歐美海外市場並加快擴張。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偉 通訊員惠灣宣報道：
記者1月15日獲悉，中海殼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透露，其惠州三期乙烯項目和聚碳酸酯項目已完
成最終投資決策，並正式展開全面建設。此舉意
味着中海殼牌在高端新材料領域的布局進一步落
地實施，有望對廣東省的綠色石化戰略性支柱產
業和粵港澳大灣區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以及對
惠州和大亞灣地區打造全球石化產業高地提供強
有力的支撐。

中海殼牌現有兩期工廠在運行，乙烯總產能220
萬噸/年，是內地在運行的最大乙烯單體石化聯合
工廠之一。兩個新項目建成後，中海殼牌乙烯總
產能將達到380萬噸/年，可向市場供應1千多萬噸
高品質、多元化石化產品。

中海殼牌總裁高宇表示： 「新項目將與現有一
期、二期資源和惠州石化煉油產業進行一體化整
合，提升煉化一體化能源效率，有效延伸產品價
值鏈，深化布局高端新材料領域。同時，有助於
中海殼牌進一步發揮 『榕樹效應』和大項目的帶
動優勢，吸引更多下遊客戶落戶臨近惠州大亞灣
的惠東新材料產業園，為惠州和大亞灣建設全球
石化產業高地做出新貢獻。」

元及能源全釩液流電池
研發中心落戶河套

中海殼牌雙項目
落地惠州

中海殼牌三期項目建設施工現場。記者 盧偉攝

1月14日，江蘇徐州市第十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
四次會議開幕。

「過去的一年，徐州高質量發展堅實推進，交出
了一份不負期望、厚重提氣的成績單。」徐州市市
長王劍鋒代表徐州市人民政府向大會作工作報告時
說，一年來，徐州經濟向好基礎持續鞏固，經濟運
行穩健有力，有效投資增勢強勁，新簽約億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項目605個，其中10億元以上項
目109個、50億元以上項目10個，實現進出口總額
1146億元，新增外貿企業600家，落地3000萬美元
以上外資項目15個。

一年來，徐州錨定 「三中心一樞紐一高地」主攻
方向，深入實施11項重大事項行動方案，謀劃推進
徐州科創圈建設，獲批國家骨幹冷鏈物流基地，區
域合作平台增至98個，國家層面出台區域協同發展

專項行動方案，中心城市發展縱深不斷拓展。
一年來，徐州堅持 「大抓產業、重抓製造業」鮮

明導向，產業集群實力不斷壯大，高端紡織產業集
群產值增長24%，集成電路與ICT、新材料產業集
群規模均突破 500 億元，凈增 「四上」企業 1670
家，4家企業上榜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

一年來，徐州着力建設區域科創中心，據統計，
2024年徐州凈增高新技術企業超200家，新增省級
以上專精特新企業 179 家，入選省獨角獸企業 4
家、瞪羚企業33家，規上高技術製造業產值和服務
業營業收入分別增長15%、13%。

新的一年裏，徐州突出 「幹」字當頭，經濟社會
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6%左右，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7%左右，進出口總額增長6%以
上，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增長10%左右，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
「今年是 『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徐州將進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打造雙向開放高
地，深度融入共建 『一帶一路』，促進高質量引進
來和高水平走出去，建設江蘇東西雙向開放門
戶。」王劍鋒說，徐州將推進國家綜合貨運樞紐補
鏈強鏈和中歐班列集結中心建設，全面打造 「水運
徐州」，爭創多式聯運示範工程，全年開行中歐班
列420列以上，鐵水聯運量增長15%；培育7條跨境
電商特色產業帶，落地蘇豪金屬交易中心，新增外
貿企業200家，跨境電商貿易額增長10%以上；鼓
勵外資企業增資擴股、利潤再投資，落地3000萬美
元以上外資項目10個；推動工程機械等優勢產業開
展國際產能合作，實施對外投資項目35個。

經濟穩定增長方面，徐州將堅定不移抓招商、上

項目，建立高水平招商引資新模式，開展應用場景
招商，完善產業基金矩陣體系，大力引進轉型升
級、專精特新優質項目，全年簽約10億元以上項目
100個。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方面，徐州將堅持工業立
市、產業強市，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
融合，凈增規上工業企業600家，工業開票銷售收
入增長10%；提升 「343」創新產業集群實力，着力
打造工程機械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力爭綠色低
碳能源產業集群產值達到1600億元，高端紡織產業
集群產值增長25%，集成電路與ICT產業集群規模
增長12%，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增長10%；因
地制宜發展低空經濟，推動空港開發區發展低空製
造產業，拓展物流配送、智能巡檢等應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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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余麗齡、何嘉敏報道：15日
下午，出席廣東省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汕尾市代表
團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和媒體開放日活動。

會上，汕尾市委書記逯峰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汕
尾是全域革命老區，也是全省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
典型地區之一。2024年6月，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深
入汕尾調研，要求汕尾繼續保持後發趕超、跨越發展
的良好勢頭，賦予汕尾 「西承東聯橋頭堡、東海岸重
要支點」全新發展定位。汕尾將按照廣東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加力提速推進實施 「百千萬工程」，下大
力氣狠抓產業培育、風貌提升、縣城建設、改革攻
堅，不斷增強新動能、塑造新空間。在推進實施 「百
千萬工程」的過程中，汕尾注重發揮黨建引領的作
用，構建起市、縣、鎮、村書記 「四級書記」帶頭機
制，建立市縣領導定點聯繫包干機制，引導推動方方
面面的力量匯聚到 「百千萬工程」上來，共繪縣鎮村
建設新畫卷。

汕尾市長鄭海濤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西承
東聯的內涵非常廣泛豐富，第一方面是強化 「硬聯
通」和 「軟對接」：首先是加強 「硬聯通」，交通網
絡與大灣區拉得更緊。其次是加強 「軟對接」，生產
生活與大灣區貼得更近。在全省營商環境評價中，汕
尾市連續兩年位列第二檔次、位居粵東西北前三名，
在該省數字政府改革建設評估中連續四年位居粵東西
北第一。

第二方面是強化平台共建和產業共榮：包括共建平
台載體。聯動發展主平台三大片區，推進深汕合作拓
展區、光明科技產業園基礎設施等重點項目建設，力
爭全年投入產業平台開發建設資金超 40 億元人民
幣，承接產業有序轉移項目60個。共強鏈條集群。
加快在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製造、海洋
經濟等領域的產業布局，全方位參與深圳 「新一代世
界一流汽車城」、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共推綠色
發展。汕尾是省定電力能源基地、綠電創新示範基

地，建有 「風光水火核儲」綠色能源體系，2025年
總裝機容量預計達1200萬千瓦，2023年汕尾上網總
電量約400億度，其中80%送往珠三角；汕尾把紅海
灣海上風電基地的登陸點，設在深汕特別合作區，能
夠為深圳大規模提供綠電。共享康養服務。首先是吃
得美。汕尾是大灣區的 「菜籃子」，目前已有9個大
灣區 「菜籃子」生產基地、35個 「粵字號」和35個
「圳品」，預製菜種類超過100種，還在各地建設5

大冷庫、總庫容7.5萬噸，把最新鮮的食材端上大灣
區的餐桌。其次是養得好。汕尾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
數連續 10 年排名全省第一，生態環境狀況指數
（EI）持續保持 「優」級別，是大灣區的 「天然氧
吧」，去年外地市參保人員到汕就醫人次增長
44.45%（醫保基金支付）。未來還將 「中西並舉」推
進深汕中心醫院、深汕中醫醫院建設，深化與港澳在
醫療衞生（中醫藥）、康養產業等領域的合作聯動，
更好服務大灣區和汕潮揭在汕人群。

汕尾加強建設西承東聯橋頭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