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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據中國地震局消息，國家地震預
警工程於25日通過竣工驗收，標誌着中國國家地震
預警工程全面建成，將向全社會提供地震預警和烈
度速報信息服務。

中國地震局副局長陰朝民在發布會上介紹，國家
地震預警工程項目已建設15899個觀測站，建成全球
規模最大的地震預警網。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地震
監測能力達到2.5級，東部地區達到2.0級，首都圈、
長三角等人口稠密地區達到1.0級。在地震預警和烈
度速報方面，華北、東南沿海、南北地震帶、新疆天山
中段、西藏拉薩周邊等5個重點預警區已具備秒級地
震預警能力，全國已具備分鐘級烈度速報能力。

中國超324億人次
上半年跨區域流動

【香港商報訊】中國交通運輸部昨日發布上半年
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完
成跨區域人員流動量324.1億人次，同比增長7.4%。

分方式看，完成公路人員流動量298.4億人次，同
比增長6.6%；完成水路客運量1.2億人次，同比增長
5.2%。 城市客運方面，上半年完成城市客運量 528
億人次，同比增長10.2%。

上半年，完成營業性貨運量269.9億噸，同比增長
4.1%；全國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85.6億噸，同比增長
4.6%；完成交通固定資產投資1.7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

另據文旅部發布數據顯示，根據內地旅遊抽樣調
查統計結果，2024 年上半年，中國國內出遊人次
27.25 億，同比增長 14.3%。2024 年上半年，內地遊
客出遊總花費2.73萬億元，同比增長19%。

Q2超四成外企認為
中國市場吸引力上升

【香港商報訊】中國貿促會昨日發布的《2024 年
第二季度中國外資營商環境調研報告》顯示，二季
度，受訪外資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滿意度總體較
高，在調研的10個指標中，超九成受訪外資企業對
「市政公用基礎設施報裝」 「獲取經營場所」 「辦

理結業手續」 「市場准入」 「跨境貿易」 「納稅」
「解決商業糾紛」等7項指標評價 「滿意」以上。
從未來投資信心看，超四成受訪外資企業認為中

國市場吸引力上升。其中，美資企業最為看好中國
市場，認為今年中國市場前景好以及認為中國市場
吸引力上升的美國企業佔比均超四成。

「報告表明，儘管國際風雲變幻，中國仍然是全球矚
目的投資熱土。廣大外資企業持續看好中國市場，擴
大在華投資的信心不斷增強。」中國貿促會新聞發
言人王琳潔在當日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說。

國家地震預警工程建成
為全球最大地震預警網

「格美」致台灣7人死亡
台灣災害應變中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6日

14時，颱風 「格美」已致台灣7人死亡、1人失蹤、
785 人受傷。此外，台灣農業事務主管部門 26 日公
布，截至當日11時，受颱風 「格美」影響，全台農
作物及民間設施損失約5.92億元新台幣。

據河南省氣象台介紹，颱風 「格美」將於27日夜
間進入河南，預計26日夜裏到28日，河南將有強風
雨天氣。河南省氣象台已於7月26日15時發布暴雨
黃色預警。

山東省氣象局發布的重要天氣預報顯示，26日夜
間，颱風 「格美」外圍雲系開始影響山東。為此，山
東於26日16時發布了颱風藍色、暴雨黃色和海上大
風黃色預警。

福建逐漸恢復生產生活秩序
據福建省防汛辦披露，25 日 6 時至 26 日 6 時，福

州、寧德2市4縣4河4站發生超警戒水位洪水，超警
戒水位幅度0.09米至0.65米，低於保證水位1.35米至
4.97米。目前，除七都溪在緩慢退水中，福建其餘各
主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庫蓄水總
量106.5億立方米，佔正常庫容71%。

應對 「格美」來襲，福建轉移危險區域民眾29.18

萬人，關閉 A 級景區
441 家，暫停文旅活
動80項，關停在建工
地 、 施 工 項 目 4647
個；協調駐閩部隊、
消防救援隊伍、專業
搶險力量和社會應急
力量4.2萬餘人就近預
置，調集搶險救援裝
備 4.8 萬台套，向福
州、莆田、平潭等地調運發電機、衝鋒衣褲、折床等
救災物資1.1萬餘件。

目前，福建各地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有序恢復。

浙江多地列車停運航班取消
26日，受颱風 「格美」影響，浙江省多地列車停

運，多座機場部分航班取消。
颱風 「格美」二次登陸地點雖為福建省，但這一廣

闊的環流系統還是給臨近的浙江省帶來較大的強風雨
影響。25日浙江東南沿海地區普降暴雨大暴雨，溫
州局部特大暴雨；東南沿海出現9級—11級、局地12
級大風，浙北沿海出現8級—10級大風。

「格美」也讓浙江多地交通受到影響。如溫州的溫
州南站 26 日 116 趟列車停運、6 趟列車縮短運行區

間；溫州機場預計取消航班84架次。據台州機場消
息，其當日計劃執行航班 44 架次，取消航班 14 架
次；途經台州站和台州西站的59趟列車停運。

深圳鐵路停運部分動車
【又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據廣東省應急管理廳消

息，為防禦颱風 「格美」，截至26日8時，廣東省共
累計提前轉移69181人。

廣東省氣象台預報，27日至28日，隨着 「格美」
逐漸遠離廣東，降水總體減弱，但受偏南氣流影響，
部分市縣仍有暴雨。

記者從深圳鐵路部門了解到，受颱風 「格美」影
響，7月26日，深圳地區往返惠州、潮汕、汕頭、廈
門等方向的部分動車組列車停運。

「格美」致福建逾62萬人受災
繼續北上影響豫魯等地

【香港商報訊】福建省防汛辦26日上午通報稱，截至當天
6時，今年第3號颱風 「格美」 已造成福建7個設區市62.86
萬人受災。25日19時50分前後， 「格美」 在福建省莆田市
秀嶼區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12級。 「格美」 正面
侵襲給福建帶來明顯的風雨。

【香港商報訊】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局長林慶苗昨
日透露，國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動以來，中央企業積
極與民營企業等社會資本開展股權合作，金額超過
3900億元（人民幣，下同）。

2023年年中，中國啟動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深化
提升行動。林慶苗在當日舉辦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
上說，進一步發揮國有企業引領帶動作用，促進國
企民企協同發展，是國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動的重點
任務。

上半年中央企業生產經營的整體態勢良好。數據
顯示，中央企業上半年累計實現利潤總額達到1.4萬
億元，同比增長1.9%。凈利潤、歸母凈利潤同比分

別增長1.3%、2.1%。
林慶苗透露，近年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主要在

資本、產業鏈、供應鏈、科技創新方面合作。 他介
紹，國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動以來，截至目前，中央
企業對外參股投資各類企業超過1.3萬戶，國企民企
在資本合作上取得重要進展。

另外，央企持續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國資
委財務監管與運行評價局負責人劉紹娓介紹稱，上
半年中央企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3%，尤
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6.9%，在總投資
中佔比超過37%。

近些年，國務院國資委和中央企業推動戰略性新

興產業加快形成體系化布局。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
王宏志透露，2023年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增速達到
32%，營業收入首次超過10萬億元，國有經濟在重要
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新賽
道新優勢加速形成。

國務院國資委科技創新局負責人方磊表示，2024
年國有資本金用於支持科技創新的比例達到 83%，
2022年、2023年連續兩年研發投入超過萬億元。

劉紹娓還透露，近期，國務院國資委召開了中央
企業大規模設備更新工作推進會議，未來五年央
企預計安排大規模設備更新改造總投資超 3 萬億
元。

央企加大新興產業布局 與民企股權合作

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防汛人員在滸嶼澳村海邊巡邏。 新華社

工業和製造業投資增速可觀
統計數據顯示，深圳上半年工業生產快速增長，

保持經濟韌性和活力。深圳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長12.0%。從行業門類看，規模以上採礦業、
製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增加值分
別增長5.8%、12.7%、8.3%。主要行業大類中，規模
以上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加值增
長17.0%。值得關注的是，上半年深圳主要高技術產
品產量持續快速增長，其中，3D打印設備、服務機
械人、電子元件產品產量分別增長 83.3%、37.6%、
29.1%。

投資持續保持快速增長，尤其是工業和製造業投
資增速可觀。上半年，深圳市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

長 8.9%。其中，工業投資增勢強勁，增長 49.2%。
分 領 域 看 ， 製 造 業 投 資 拉 動 作 用 顯 著 ， 增 長
55.5%。高技術產業投資活躍，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增
長 69.3%，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投資增長
79.0%。社會領域投資快速增長，其中，居民服務、
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投資增長235.5%，教育投資增長
24.8%。

市場銷售保持增長。上半年，深圳市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5072.03億元，同比增長1.0%。分消費類型
看，商品零售增長1.0%；餐飲收入增長1.3%。基本
生活類商品銷售良好，其中，限額以上單位糧油食
品類、飲料類零售額分別增長12.6%、2.4%。消費升
級類商品保持增長，其中，限額以上單位家用電器
和音像器材類、通訊器材類零售額分別增長5.9%、

2.7%。網上零售持續增長，限額以上單位通過互聯網
實現的商品零售額增長3.7%。

進出口表現亮眼
深圳貨物進出口表現亮眼。上半年，深圳市進出

口總額22013.19億元，同比增長31.7%。其中，出口
14088.72億元，增長34.9%；進口7924.47億元，增長
26.5%。其中，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 46.5%，佔進出
口總額的 58.4%，比重較上年同期提高 5.9 個百分
點。

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穩定增長。6月末，全市金融
機構(含外資)本外幣存款餘額 133959.94 億元，同比
增 長 1.6% 。 金 融 機 構 ( 含 外 資) 本 外 幣 貸 款 餘 額
95169.95億元，同比增長4.7%。

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上半年，深圳市居民消
費價格比上年同期上漲0.2%。其中，食品煙酒價格
下降 0.1%，衣着價格上漲 3.6%，居住價格上漲
0.2%，生活用品及服務價格上漲0.7%，交通通信價
格下降1.4%，教育文化娛樂價格上漲1.7%，醫療保
健價格上漲0.5%，其他用品及服務價格下降1.6%。

GDP總值1.73萬億人民幣 同比增長5.9%

深圳上半年增速領跑北上廣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7月26日，深圳市統計局公布上半年深

圳經濟數據，根據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結果，2024年上半年深圳
地區生產總值為17302.22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5.9%，增速領
先北京（5.4%）、上海（4.8%）、廣州（3.9%）。

韶關北江港開港 新增「水上動脈」直通大灣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三輛從福建廈
門、龍岩市啟運，裝載出境快件、農產品等貨物的跨
境貨運車輛日前經廣東深圳的深圳灣、文錦渡口岸順
利通關，標誌着 「跨境一鎖」模式的覆蓋範圍從廣東
省、湖南省進一步拓展至福建省。

據了解，跨境快速通關是指海關通過應用電子關鎖
等措施，實現貨物在公路口岸與境內主管地之間的途
中運輸監管，以系統自動核放取代人工施鎖、解鎖，
實現車輛快速便捷通關。自2016年起，內地海關跨
境快速通關模式與香港海關 「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
利計劃」實現對接，啟動了 「跨境一鎖」項目，建立
「兩地一鎖、分段監管」的新型便捷業務模式。

11項目60億投資落地
國家健康科技產業基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伍敬斌報道：7月26

日，國家健康科技產業基地30周年暨高質量發展經
洽會在中山舉辦。中山市健康基地集團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余從洪在會上為 「灣區藥谷」開展了推介。

活動上，中山國家健康科技產業基地招引的11個
大健康產業項目簽約落地，其中10億元（人民幣，
下同）以上項目2個，5億元項目3個，共計投資額
60億元；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創業項目10個；合作的
產業服務平台5個；有4個重點投向生物醫藥產業的
投資基金簽約，總計基金規模41億元。

集中簽約現場，中山火炬高新區與粵科金融集團簽
署戰略協議，雙方表示將共建粵科火炬創投聯盟，在搭
建路演平台、促進投資交流、共建高科技產業園區、企
業上市賦能、推薦上市標的等方面開展深度合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盛芳齡、黃裕勇報道：26日
至27日，廣東台商助力粵東西北 「融灣發展」活動
（雲浮專場）舉行，活動共促成投資合作意向金額
達5.6億元人民幣。其中，台企新金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與北京聚樹公司達成技術和資金入股，台企華
佗扶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雲浮市健康醫藥產業
園的香港衍生集團達成了代工生產合作等意向。

活動中，雲浮市作投資環境推介，台商代表作交
流發言，全國台企聯廣東片區與雲浮市投資促進
局、佛山市台協與雲浮市台協分別簽訂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台企新金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雲浮
市雲城區工業園管理委員會簽訂二期增資擴產協
議，搭建起了雲浮產業 「融灣發展」的新橋樑。

粵台商助粵東西北融灣
簽合作意向金額逾5億

深廈協力啟動閩粵港
「跨境一鎖」快速通關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7月26日上午，
由廣州港攜手韶關建設最大綜合性公共港口——韶關
北江港區白土作業區項目（韶關北江港）正式開港。
該港口投產後，將新增年吞吐能力120萬噸、集裝箱
通過能力20萬標箱。

此次韶關北江港順利開港和北江航道擴能升級完
成，標誌着 「珠江—北江經濟帶」藍圖的成功落地，
北江航道將一路向海，成為直通粵港澳大灣區的 「水
上黃金大動脈」，為粵北地區降低綜合物流成本，以
國內國際雙循環物流節點功能，共同推進韶關、廣州
兩地產業融合、攜手共進。

韶關是廣東的北大門，是粵港澳大灣區輻射內陸腹
地的 「黃金通道」。韶關北江港於2022年4月正式動
工，建設 8 個 2000 噸級多用途泊位，岸線長度超過
600米，是韶關當前最大的綜合性公共港口和廣東省
內近年來一次性建成碼頭泊位數最多的內河港口。

據介紹，該碼頭主要從事集裝箱、糧食、清潔散貨
等貨類的裝卸儲運業務，為周邊園區和企業提供水運

物流服務，提升韶關地區港口業
務輻射和聚集能力，是推動韶關
地區經濟發展、暢通粵北地區和
珠江入海口水路通道的重要依
託。

目前，廣州港集團合作及建設
運營項目已覆蓋廣州、東莞、佛
山、中山、潮州、茂名、雲浮、
揭陽、韶關等廣東9個城市，實
現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地區全
覆蓋，初步形成了以廣州港為核
心，粵西、粵東沿海經濟帶港口
為兩翼，以及中山港、佛山港、
雲浮港、韶關港等珠江-西江內
河港口多支撐的 「一核兩翼多支
撐」港口群聯動協同發展新格
局，助力珠三角和粵東粵西三大港口群的互聯互
通，推進了廣州港由大樞紐向網絡化樞紐升級，更好

地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經濟
建設。

韶關北江港正式開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