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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度將恢復
菲歐貿易協議談判的評估

本報訊：工商部（DTI）預計菲律賓和

歐盟（EU）在今年第一季度完成關于恢復自

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的評估。

工 商 部 副 部 長 艾 倫 · 蓋 普 蒂 （ A l l a n 

Gepty）告訴記者，去年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

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訪問這

裡後，歐盟宣佈歐盟有興趣恢復與菲律賓的

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菲律賓和歐盟技術專家之間的盤點會議

也于2023年第四季度完成。

這些會議讓人們得以一窺自2017年以來

一直處于中斷狀態的重新談判自由貿易協定

的期望。

蓋普蒂說：「當然，已經有很多發展，

有很多變化，問題也在不斷發展，所以我們

必須再次坐下來，嘗試討論如果我們決定恢

復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我們必須考慮哪些事

情。」他說，菲律賓方面正在考慮歐盟的貿

易議程，旨在從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中獲

得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利益。

另一方面，歐盟希望看到可持續發展議

程的要素，例如環境和氣候變化等。

「擴大我們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和貿易

關係的價值和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我國自由貿易協定首席談判代表蓋普蒂說，

「自由貿易協定開闢了新的市場，確保了我

國的優惠關稅承諾。」

他補充說：「我們打算利用貿易談判作

為推動出口競爭力的工具，並確保貿易規則

公平、透明、非歧視，並解決貿易限制性非

關稅措施。

目前，菲律賓與日本、韓國和歐洲自由

貿易聯盟簽訂了三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除了與歐盟正在進行的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接觸外，我國還在推動與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和印度的自由貿易協定。

天津：老字號組團開店引客來
1月21日，顧客在天津老字號集合店內選購商品。當日，位於天津市河西區的天津首家老字號集合店開業。該集合店聯合天津地區老字

號並引進了特色非遺產品及全國優質產品，彙集了桂發祥十八街麻花、狗不理、耳朵眼、果仁張、鴕鳥墨水等多家天津地方老字號品牌及上
海大白兔、北京全聚德等外地老字號品牌，涵蓋500餘種特色產品，為消費者提供一站式購物體驗。	 	 	 	 <新華社>

BCDA將NAIA T3土地租金提高到6億元
本報訊：基地轉換發展署（BCDA）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約書亞·冰倉(Joshua Bingcang)

表示，該局將尼諾·阿基諾國際機場（NAIA）

3號航站樓所在物業的租賃價格提高了三倍。

基地轉換發展署（BCDA）將該位于巴

西市60公頃土地的租金從每年2億元，提高到

6億元。

冰倉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告訴記者，

NAIA T3物業的25年租期于去年結束。

冰倉說：「BCDA最大的收入潛力之一

是續簽3號航站樓所在土地的租約。」

他補充說：「基本上，我們預計NAIA 

T3物業每年將帶來至少6億元的收入。」

冰倉表示，BCDA也願意將該物業出售

給管理我國主要門戶的馬尼拉國際機場管理

局。他補充說：「僅該房產的價值，如果你

要出售它，政府的一項資產按區域價值計算

就是500億元」

重慶將建
數字陸海新通道 
構建「通道大腦+智慧物流鏈」體系

中新社重慶1月21日電　正在此間舉

行的重慶兩會上，重慶市政府工作報告

21日提出，2024年該市將建設數字陸海新

通道，構建「通道大腦+智慧物流鏈」體

系，推動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智慧化發

展，開展航運貿易數字化改革，打造更加

經濟、高效、便捷、綠色、安全的對外開

放大通道體系。

過去一年，重慶制定實施西部陸海新

通道五年行動方案，一體打造大通道、大

樞紐、大口岸、大物流、大平台。西部陸

海新通道通達全球120個國家和地區的490

個港口，成功開行中老泰國際鐵路測試班

列，全年運輸箱量比上一年增長21％。

中歐班列（成渝）覆蓋歐亞110個城

市。

重慶市市長胡衡華在報告中稱，2024

年，重慶將實施多元化國際市場拓展戰

略，推動外貿外資保穩提質。開拓東盟、

南美、非洲等新興市場，挖掘關鍵設備、

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食材原料等進口潛

力，探索開展能源、礦產、糧食等大宗商

品進口分撥業務；穩住筆記本電腦、手

機、通用機械等優勢產品出口，實施「渝

車出海」行動計劃，推動「新三樣」產品

（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和成

套設備出口，建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

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全年進出口總值

比上一年增長3％。

同時，重慶將更大力度吸引外資，瞄

準歐洲、中東、新加坡、日韓，以及中國

香港等重點地區，深入實施外資招商專項

行動。

強外商投資全流程服務，爭取引進

一批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重大外資項

目，引導存量企業擴大投資規模和經營領

域，打造高質量外資集聚地。

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市2023年GDP

邁上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新台階、

達到30145.79億元、比上一年增長6.1%。

2024年，該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

標包括地區生產總值比上一年增長6％左

右。

河北營商環境明顯改善  

去年日均淨增企業超700家
中新社石家莊1月21日電　河北省第

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21日在石

家莊開幕，河北省人民政府省長王正譜作

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河北入選全國優化

營商環境進步最明顯省份，去年平均每天

淨增企業超700家，33家企業入圍中國民

營企業500強。

與京津攜手繪就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先

行區、示範區新圖景的河北，營商環境明

顯改善。

2023年，河北修訂省優化營商環境條

例，推行招標投標「雙盲」評審改革，推

出90項「高效辦成一件事」服務，所有涉

企和民生審批事項進駐服務大廳，12345

熱線更加便民利企。

王正譜表示，2024年，河北將以更

實舉措優化營商環境，深入實施市場、政

務、要素、法治、信用環境提升工程，著

眼滿足經營主體需求，制定更多原創性、

差異化的政策措施。

深化招標投標「雙盲」評審改革，打

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對標世界銀行新評

估體系，開展營商環境評價。

統計顯示，2023年，河北全省生產

總值增長5.5%，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

5.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6.9%，固

定資產投資增長6.3%。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6%，進出

口總值增長7.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長6.6%，主要經濟指標增速高于全國平均

水平。

2023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資2257.4億元
新華社上海1月21日電 記者近日從上海

市重大工程建設辦公室獲悉，2023年上海市

重大工程投資規模再創新高，全年共完成投

資2257.4億元，超計劃投資額5%，創歷史新

高；新開工31項，比原計劃多開工16項，基

本建成33項，超計劃完成7個項目。

上海市重大辦有關負責人介紹說，2023

年上海基礎設施類項目完成投資額近千億

元。

其中，東方樞紐上海東站地下工程全面

開工，滬渝蓉高鐵、滬通二期、滬蘇湖鐵路

等加快建設，機場聯絡線先期開通段全線主

體結構貫通，2024年即將實現浦東、虹橋兩

大綜合交通樞紐間40分鐘直達。

科技產業類項目作為投資體量第二大

的板塊，保持了良好勢頭。其中，浦江實驗

室、臨港實驗室、磁-慣性約束項目等開工

建設，同濟大學上海自主智能無人系統科學

中心、國家海底長期科學觀測系統等順利推

進，助力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

心。

值得一提的是，多個集成電路、人工智

能、現代製造業、生物醫藥項目在2023年內

集中開工、竣工，如江豐臨港基地、先聲藥

業、正大天晴等項目開工建設，中芯國際12

英吋芯片項目加快實施，藥明生物醫藥中心

等基本建成，外高橋造船郵輪總裝等建成交

付；徐匯、楊浦濱江、北外灘、虹橋、張江

等區域，一批頭部企業總部和研發基地加快

建設，華為研發中心部分組團2023年內基本

建成。

上海市重大辦有關負責人說，2024年上

海市將創新優化審批流程，著力提升重大工

程項目審批服務便利度，加快項目開工、竣

工。

在重大工程中推廣「樁基+圍護先行」

和提前啟動招標，拓展規劃資源竣工驗收

「一證多驗」適用範圍，並擴大「分期竣工

驗收」實施範圍等。

北京將推進新興業態「搶灘」、未來產業「佔先」
中新社北京1月21日電　2023年，北京地

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2％。北京提出，今年

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地區生產總

值同比增長5％左右。北京將用發展的辦法解

決前進中的問題，推進傳統領域「迭代」、

新興業態「搶灘」、未來產業「佔先」。

21日，北京市第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

二次會議開幕，北京市市長殷勇作政府工作

報告時如是說。

 殷勇稱，2023年，北京數字經濟增加值

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42.9％。今年，北京

將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更好賦能首都高

質量發展。

殷勇指出，將統籌推進數字產業化。大

力建設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區，開展數據跨境

便利化服務等綜合改革試點。啟動高級別自

動駕駛示範區建設4.0階段任務，推動機場、

火車站、城市道路清掃等重點應用場景有序

開放；大力支持產業數字化。全面開展製造

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培育標桿性「數字

領航」企業。

促進平台經濟有序競爭、創新發展，推

動先進數字技術向中小企業深度普及，構建

開放共享、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

世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2023年發電量超2760億千瓦時
中新社宜昌1月21日電　據中國長江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長江電力）20日消息，世界

最大清潔能源走廊2023年發電量超2760億千

瓦時，同比增長5.34%，相當于節約標準煤約

83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超2億噸，可滿足超

2.9億人一年的生活用電需求。

世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由長江干流烏

東德、白鶴灘、溪洛渡、向家壩、三峽和葛

洲壩6座梯級電站共同構成，安裝有110台水

輪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達7169.5萬千瓦，相

當于「三個三峽」的裝機容量。

2023年是世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全面建

成、發揮綜合效益的第一個完整年。長江電

力通過實施聯合優化調度，梯級電站節水增

發電量超120億千瓦時；長江干流六座梯級水

庫首次全部按期蓄滿，補水總量近242億立方

米，為枯水期長江中下游生產生活用水用電

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