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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僑鄉台山：梅家大院吸引遊客
7月20日，位於廣東僑鄉台山市的梅家大院吸引遊客參觀遊覽。梅家大院是1931年由當地華僑以及僑眷僑屬創建，佔地約80畝，有108幢

騎樓，建築風格融合了東西方元素。             <中新社>

菲律賓數據中心預計
到2028年將達到516兆瓦

本報訊：惠譽解決方案公司旗下的研究

部門BMI表示，預計到2028年，我國將安裝

516兆瓦容量的數據中心。

BMI在週五向媒體發佈的評論中表示，

在過去10個月中，公司承諾的數據中心容量

超過400兆瓦。

「STT、ePLDT以及PAG和亞耶拉公司的

合資企業（JV）宣佈了最近在菲律賓的數據

中心投資。

2024年7月，後者的合資企業成功獲得

了第一筆108億元（1.85 億美元）的10年期貸

款，該貸款將為內湖地區36兆瓦園區的開發

提供資金，首批6兆瓦將于2024年第四季度投

入使用。

同樣在本月，ePLDT開始建設Vitro Santa 

Rosa超大規模園區，容量約為50兆瓦。

STT還開始建設其124兆瓦的Fairview園區

和位于甲米地的另一個6兆瓦設施。

BMI補充說：「在後一項投資之後，我

們估計菲律賓在未來四年內將擁有超過516

兆瓦的數據中心容量。其中大部分產能來自

2024年6月宣佈的一項投資，該投資位于丹轆

地區一個未命名的數據中心園區，可容納高

達300兆瓦，截至撰寫本文時尚未披露進一步

的細節。「

該公司表示，除了服務于當地市場外，

跨境產能租賃對菲律賓來說可能是一個新機

遇。

BMI表示：「新的開發項目試圖利用我

國的戰略位置，為數字化成熟的東亞經濟體

提供服務，這些經濟體的價格越來越高，這

些客戶希望在當地租賃產能。」

BMI還預計，一旦鄰近市場達到飽和，

菲律賓的超大規模客戶需求將在未來幾年激

增。

目前，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獲得了亞

洲大部分數據中心投資。

BMI表示：」也就是說，儘管國內官員

聲稱使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可持續發展的資源

是足夠的，但我們相信投資者將逐漸從這些

市場分散開來，以避免突然暫停。」

它補充 說：「因此，菲律賓可能能夠利

用這一機會，並逐漸成為大型雲投資者和其

他高價值超大規模客戶的更重要目的地。」

能源大省山西6月
煤層氣產量創歷史新高

新華社太原7月20日電 當前已進入迎

峰度夏能源保供關鍵期，能源大省山西正

加大煤層氣增產保供力度。記者20日從山

西省統計局獲悉，今年6月份山西煤層氣

產量13.7億立方米，同比增加49.4%，創單

月煤層氣產量歷史新高。

煤層氣俗稱「瓦斯」，是產自煤層、

以甲烷為主要成分的非常規天然氣，其資

源的開採對于減少煤礦瓦斯事故、擴大

天然氣供給、降低環境污染都具有重要意

義。t炎炎夏日，走進位于晉南沁水盆地

的中海油中聯公司潘河區塊薄煤層氣抽采

現場，一台台煤層氣抽采機正有節奏地上

下擺動。「受益于薄煤層氣開發技術的突

破，我們單井開採平均日產量已經超過

3000立方米了。」潘河采氣作業區總監豆

高峰說。

山西省能源局油氣處處長康義表示，

山西近年來大力實施煤層氣增儲上產專項

行動，持續加大煤層氣關鍵技術攻關，目

前山西在薄煤層、深煤層等新領域、新層

系的煤層氣勘探開發不斷取得重大突破，

開發技術與裝備體系不斷創新，單井產量

大幅提升，實現煤層氣規模化開發邁上新

台階。

山西省統計局最新公佈數字顯示，

今年上半年山西省煤層氣總產量67.2億立

方米，約佔全國同期產量的81.4%。山西

是我國煤層氣資源富集程度高、開發潛力

大的省份。《山西省煤層氣資源勘查開發

規劃（2021-2025年）》顯示，山西省埋深

2000米以淺的煤層氣預測資源量約8.31萬

億立方米，佔全國近1/3。

中國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
上半年同比增51.6%
中新社北京7月20日電　中國國家能

源局2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太

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約7.1億千瓦，同比增長

51.6%。

當天，中國國家能源局發佈1-6月份

全國電力工業統計數據。

具體來看，截至6月底，全國累計

發電裝機容量約30.7億千瓦，同比增長

14.1%。其中，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約7.1

億千瓦，同比增長51.6%；風電裝機容量

約4.7億千瓦，同比增長19.9%。

1-6月份，全國發電設備累計平均利

用1666小時，比上年同期減少71小時。1-6

月份，全國主要發電企業電源工程完成投

資3441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5%。電網工程完成投資2540億元，同比

增長23.7%。

北京啟動商品住房
「以舊換新」活動
中新社北京7月19日電　為更好滿足

購房家庭多樣化住房改善需求，北京市商

品住房「以舊換新」活動19日啟動，將持

續至12月31日。活動針對的是今年下半年

計劃出售二手住房並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

購房居民。

在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等部

門指導支持下，北京房地產業協會、北京

房地產中介行業協會19日聯合發出《北京

市商品住房「以舊換新」活動倡議書》。

參與活動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承諾，在90天

內，舊房未成功出售的，購房居民可無條

件申請退還訂金，退款時間不超過15天；

參與活動的房地產經紀機構承諾，對購房

居民的舊房「全城推、優先賣」；參與活

動的房地產租賃企業承諾，對購房居民在

換房過渡期間的租賃需求加大租房優惠力

度。

本次活動還引入了北京市律師協會，

為房屋交易各方提供法律支持。

國糧署：每公斤30元的大米收購價保持不變
本報訊：國家糧食署（NFA）週六表

示，其大米的購買價格將保持競爭力，以確

保當地農民的收入最大化。

國家糧食署署長拉裡·拉克森說：「除非

國家糧食署理事會修改，否則我們清潔和乾

燥大米的最高價格將保持在每公斤30元。」

今年4月中旬，國家糧食署理事會將大

米的購買價格從每公斤16-23元提高到每公斤

17-30元，以幫助該機構與私人貿易商競爭。

拉克森和國家糧食署理事會的一些成

員在東納卯與農民和國家糧食署官員進行對

話。國家糧食署官員還視察了這些設施和大

米庫存。根據《大米關稅法》，國家糧食署

維持國家大米緩衝庫存，以在緊急情況下滿

足主食的需求。

國家糧食署表示，由于政府對機械和種

子的補貼等支持，農民報告了更高的農業生

產力和可觀的收入增加，以及機械化導致的

勞動力成本降低。

截至上半年末，國家糧食署機構採購了

的大米達到創紀錄的350萬噸。

拉克森承認農民合作社面臨的物流挑

戰，宣佈該機構計劃採購車輛，將庫存直接

從農場運送到倉庫。

該倡議將成為該機構擬議的2025年預算

的一部分。

拉克森還透露了國家糧食署現代化計劃

的細節，包括採購旨在提高大米加工能力和

效率的乾燥機和碾米機等收穫後設施。

該國家糧食署負責人表示，該機構將繼

續與農民和其他行業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

以有效應對挑戰並改善全國各地的農業實踐

和生計。

中國證監會：
培育壯大耐心資本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中新社北京7月19日電　中國證監會黨委

書記、主席吳清19日主持召開黨委（擴大）

會議，傳達學習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

研究貫徹落實措施。會議強調，培育壯大耐

心資本，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會議強調，資本市場是改革的產物，也

是在改革中不斷發展壯大的。這次全會對全

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作出明確部署。證監會

系統要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中心

任務，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新時代的硬

道理，突出強本強基、嚴監嚴管，堅持以改

革助穩定、促發展、優服務、強隊伍，堅定

不移把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推向前進。

具體措施包括：堅持用改革的辦法破解

制約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

問題，增強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

進一步增強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的包容

性、適配性，培育壯大耐心資本，做好金融

「五篇大文章」，引導更多資源要素向新質

生產力集聚。

完善強監管、嚴監管的制度機制，加

強上市公司全鏈條監管，大力加強投資者保

護，強化監管問責。

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對風險早識別、

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要求，完善債券違

約、私募、交易場所等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化

解機制，維護資本市場基礎設施運行安全。

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紮實做好中央巡

視整改，深化黨紀學習教育，堅定不移正風

肅紀反腐，打造監管鐵軍。

上半年上海經濟GDP同比增長4.8%
中新社上海7月19日電　上海19日公佈

2024年經濟「半年報」：根據地區生產總值

統一核算結果，2024年上半年上海市實現地

區生產總值22345.59億元（人民幣，下同），

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下同）增長4.8%。

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38.63億元，增長

11.3%；第二產業增加值5132.40億元，增長

1.2%；第三產業增加值17174.56億元，增長

5.8%。

上海市統計局方面表示，上半年，上海

服務業引領增長，流量型經濟持續復甦。

上半年，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與

一季度持平。貨物運輸周轉量增長4.5%，其

中，航空貨運周轉量增長21.4%，水路貨運

周轉量增長4.4%；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增長

7.5%；機場旅客吞吐量增長43.3%。旅行社及

相關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長18.9%。會展行業持

續復甦，會議、展覽及相關服務營業收入增

長26.2%，辦展規模已接近2019年同期水平。

官方數據顯示，上半年，上海先導產業

增勢較好，新動能不斷壯大。

上半年，上海三大先導產業製造業產值

增長6.1%，增速較一季度加快4.9個百分點。

其中，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生產

形勢全面好轉，增速較一季度分別提高5.2

個、5.0個和0.7個百分點。

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加快增長。上半年，

上海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增長19.3%。其中，

在集成電路和半導體器件製造等項目的帶動

下，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投資增長31.1%；

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製造業投資增長最

快，增長52.9%。

數據顯示，上半年，上海市固定資產投

資增速較快。全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2%，

比一季度提高1.0個百分點。從主要領域看，

工業投資增長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