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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圈粉」東南亞遊客 精品線路花式攬人

2024年12月10日，甘肅敦煌，遊客騎駱駝觀賞敦煌大漠雪景。	 	 	<中新社>

　　中新社蘭州12月30日電： 「甘肅官方今
年在馬來西亞舉辦了甘肅文化周活動，邀請
馬來西亞官方及客商實地考察甘肅，促進兩
地企業在旅遊方面的合作。」甘肅駐馬來西
亞商務代表處首席代表馬玉田30日對中新社
記者說。
       作為華夏文明重要發祥地，地處「絲路
重鎮」的甘肅省今年「圈粉」大批國際遊
客。甘肅擁有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嘉
峪關等7處世界文化遺產，坐擁常年積雪的祁
連山、沙峰起伏的大漠、色彩斑斕的丹霞地
貌等景觀，吸引了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
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遊客。這令
經常往返于馬來西亞和甘肅，促進兩地文化
交流的馬玉田在今年更加繁忙。　　
       「馬來西亞官方及客商最青睞精品旅
遊線路中的『絲綢之路遊』和『民族風情
遊』。精美佛像和壁畫、藏族特色服飾和
歌舞、無垠的沙漠和戈壁，令他們十分滿
意。」馬玉田表示，2025年會繼續舉辦系列
展會和論壇等，吸引更多馬來西亞民眾來甘
肅旅遊觀光。
　　隨著石窟遊、美食遊等「絲路遊」產品
線路多點開花，以及國際航線的開通，甘肅
文旅的國際知名度逐漸提高。甘肅省文旅廳
國際及港澳台處近日提供的數據顯示，2024
年該省入境旅遊者累計達24.24萬人次，同比
增長135%；其中，國際遊客共計12.75萬人
次，入境遊客數量居于首位的是馬來西亞。
　　甘肅省文旅廳國際及港澳台處處長彭

金澤表示，2024年，甘肅還前往越南、菲律
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地拋去「橄
欖枝」，以旅遊專線吸引遊客；為來自馬來
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

的千名國際遊客提供個性化、沉浸式旅遊產
品；赴馬來西亞、日本，以及中國香港、中
國澳門推介特色文旅資源、精品旅遊線路，
推動客源互送。

第三季度外幣貸款微升0.7%
本 報 訊 ： 上 周 ， 菲 律 賓 中 央 銀 行

（BSP）發佈報告稱，2024年第三季度，由銀

行外幣存款單位（外幣）發放的貸款出現小

幅增長。

據央行數據顯示，截至9月底，未償還外

幣貸款總額達到157.5億美元，相較于三個月

前的156.3億美元，增長了0.7%。這一增長主

要歸因于貸款利息支付超過了本金償還額。

外幣存款單位指的是經央行授權從事外

幣計價交易的當地銀行或外國銀行分行。在

貸款組合方面，中長期或一年以上應付期限

的貸款仍佔據主導地位，占比達到77.3%，略

高于上一季度的76.7%。

從貸款發放對像來看，向居民提供的

外幣貸款總額為96.8億美元，占總貸款額的

61.5%。其中，商品和服務出口商獲得了24.9

億美元（占比25.7%），拖車、油罐車、卡車

運輸、貨運、個人和其他行業獲得了20.8億美

元（占比21.5%），發電公司則獲得了19.2億

美元（占比19.9%）。

在支出方面，本季度總支出達到217.7

億美元，較前三個月的199.0億美元增長了

9.4%。這一增長主要歸因于外國銀行分行附

屬公司的資金需求增加。與此同時，貸款償

還總額為216.8億美元，比4月至6月的203.3億

美元高出6.6%。BSP表示，這些因素共同導致

了整體淨支出的增加。

此外，外幣存款負債方面也有顯著增

長。截至9月底，外幣存款負債達到574.6億美

元，較第二季度的551.6億美元高出4.2%。其

中，居民持有的外幣存款達到561.2億美元，

構成了我國國際儲備總額的額外緩衝。

與去年同期相比，外幣存款負債也呈現

出顯著增長態勢。與2023年1月至9月的518.0

億美元相比，外幣存款負債同比增長了56.7億

美元，增幅達到10.9%。

2024年上海機場旅客
吞吐量同比增近三成

中新社上海1月1日電　 1日，上海機

場集團披露的數據顯示，2024年上海機場

全年旅客吞吐量超1.24億人次，同比增長

29%，創下歷史新高。

此外，2024年上海機場全年進出港航

班量80.3萬架次，同比增長15%；貨郵吞

吐量420.6萬噸，同比增長11%。

2024年，上海航空運輸市場步入加速

恢復期，上海機場積極服務航空公司，新

增10個航點、加密了19個、恢復了8個航

線航班，特別是中遠程航線和共建「一帶

一路」國家航線。其中，意大利威尼斯、

法國馬賽、巴林麥納麥、俄羅斯喀山是全

國首飛航線，樞紐網絡覆蓋全球48個國家

的291個航點。

在與航空公司、聯檢單位密切合作

下，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全年中轉率提升至

15.7%，創歷史新高。上海機場也持續增

強物流樞紐功能，打通兩大機場客貨班資

源實現中轉駁運業務落地，推出長三角異

地貨站直通港物流模式，對跨境電商帶電

等敏感貨物實施便利化收運，全年跨境電

商貨物運輸量亦創歷史新高。

2024年，上海機場還牽頭開展《上海

國際航空樞紐戰略規劃》研究編製，統籌

浦東國際機場、虹橋國際機場、南通新機

場的發展，科學謀劃上海多機場體系功能

佈局。同時，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當

年11月20日，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四期核心

工程航站區主體工程開工。

長三角年輕人流行
跨年「城市微度假」

中新社南京1月1日電　家中溫馨派

對跨年、小眾戶外探險跨年、劇院看劇跨

年……2025年新年來臨，「用新姿態跨越

新年」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的熱議榜。不在

意今年元旦假期僅一天，長三角年輕人以

儀式感拉滿的「城市微度假」迎接新的一

年。

到公園景點蹲點煙花秀，在喧囂人群

中高聲倒計時辭別2024年；和家人在溫泉

泡湯舒展身心，在靜謐中享受鬆弛感；約

上三五好友在KTV一邊唱歌，一邊吃自熱

火鍋；換上冰鞋，在室內冰場肆意馳騁。

美團數據顯示，上海、杭州、南京、蘇

州等地是「元旦度假」搜索熱度較高的城

市，跨年餐廳、景點等成熱搜詞，溫泉、

滑雪、博物館最為熱門，長三角城市及近

郊的熱門目的地迎來預訂高峰。

跨年新玩法、新場景花樣迭出。「爆

改」妝容、「爆改」服飾、為愛車「爆

改」內飾、為安居小窩「爆改」佈置風

格，新年「爆改」依然流行。

 很多年輕人在小紅書、抖音等社交

平台上分享扮靚攻略和教程。中新社記者

近日在盒馬等新零售店面看到，助力節日

「爆改」、裝點氣氛的福桶、抱抱桶、聚

寶盆香薰禮盒，以及北美冬青、富貴竹、

紅色銀柳等花材熱銷，人們以新裝扮迎接

新一年。

廣州2024年一手二手商品房

共成交2125.46萬平方米
中新社廣州12月31日電　據廣州市

住房和城鄉建設局2024年12月31日消息，

2024年廣州市房地產市場總體呈現前低後

高特點，在一系列存量和增量政策疊加效

應影響下，自10月起市場熱度保持復甦態

勢，止跌回穩態勢不斷鞏固。

該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廣州市2024年

一手二手商品房成交之和為2125.46萬平方

米，同比增加3.1%，其中一手商品房網簽

面積1097.49萬平方米、同比下降2.8%，比

三季度末收窄13.3個百分點，二手商品房

交易登記面積1027.97萬平方米，同比增長

10.3%。

住宅市場方面，2024年該市住宅交易

面積為1734.6萬平方米，同比上升3.8%，

其中一手住宅網簽面積809.27萬平方米、

同比下降3.7%，但降幅比2024年三季度末

收窄17個百分點。全市二手住宅交易登記

面積925.33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1.3%，比

三季度末漲幅增加1.6個百分點。

中國軟洽會在成都舉行 集中簽約金額達68億元
中新社成都12月31日電　第二十二屆中

國國際軟件合作洽談會（簡稱中國軟洽會）

于2024年12月30日至31日在成都舉行。此次

洽談會促成了一系列軟件產業項目合作，活

動期間集中籤約總金額達68億元（人民幣，

下同）。

本屆中國軟洽會以「新生態·新活力·新格

局」為主題，搭建產業合作洽談交流高端平

台，吸引眾多國內外院士專家與龍頭企業、

科研院所、行業協會代表相聚成都，探討軟

件產業發展的新趨勢，推動軟件產業鏈上下

游精準對接。

對軟件前沿技術的展望是本屆中國軟洽

會的亮點之一。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

院總工程師秦海林在演講中指出，軟件是引

領產業創新發展和新型工業化的關鍵力量，

軟件正加速向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領域延

伸，與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形成新業態、新模

式。

中國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

總工程師周平在演講中指出，加強根技術攻

關、操作系統持續強化主導地位、保障軟件

供應鏈安全、通過區域一體化協同推動軟件

產業發展等，將是未來中國軟件產業發展的

趨勢。

為推動中國軟件企業參與國際合作，本

屆中國軟洽會邀請俄羅斯軟件行業協會主席

瓦倫汀·馬卡洛夫出席。他在演講中分析了俄

中兩國軟件產業的優勢，並表示雙方在新的

軟件基礎設施、微處理器研發等方面擁有潛

在合作機遇，「我們也在與『金磚國家』共

同合作，加速世界軟件業的發展」。

中國軟洽會是展示「成都軟件」的一個

窗口。

自2003年中國軟洽會創辦以來，成都軟

件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由66億元增至2023年的

7063億元，增長超100倍。本屆中國軟洽會發

佈《成都軟件產業機會清單》，共計435條產

業供需求信息，涉及項目投融資總額20.9億

元。

本次活動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經

濟和信息化廳以及電子科技大學聯合主辦。

「華龍一號」漳州核電1號機組投入商運
中新社漳州1月1日電　）1月1日，中核

集團旗下中國核電投資控股的漳州核電1號機

組正式投入商業運行，標誌著「華龍一號」

批量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漳州核電基地是「華龍一號」批量化建

設的始發地，規劃建設6台百萬千瓦級「華龍

一號」核電機組，其中4台機組已開工建設，

安全質量均處于良好受控狀態。漳州核電1號

機組是中核集團投資建設的第五台「華龍一

號」核電機組。

「華龍一號」是中國具有完整自主知識

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滿足全球最高安全標

準。目前，「華龍一號」已成為全球在運在

建機組總數最多的三代核電技術，標誌著中

國核電技術水平與綜合實力躋身世界第一方

陣。

據瞭解，「華龍一號」每台核電機組每

年發電超100億度，能夠滿足中等發達國家

100萬人口的年度生產和生活用電需求；同時

相當于每年減少標準煤消耗312萬噸、減少二

氧化碳排放816萬噸，相當于植樹造林7000多

萬棵。

中核國電漳州能源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

漳州市雲霄縣，負責漳州核電、雲霄抽水蓄

能等清潔能源項目的開發、建設和運營，致

力打造中國綜合性清潔能源基地，基地建成

後，預計年發電量可達635億度。

前瞻2025：首席經濟學家展望中國經濟四大預期
中新社記者　夏賓

2025年，中國經濟面臨哪些新機遇、新

挑戰？多位首席經濟學家展望中國新一年經

濟發展，圍繞政策發力、擴大內需、強韌外

貿、穩住樓市等四方面作出展望。

 政策發力
中國高層已經明確，2025年要實施更加

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德意志銀行中國區首

席經濟學家熊奕表示，中國已釋放強有力的

政策信號，預計中國還將繼續加大貨幣政策

逆週期調節力度，並通過降准、購買國債和

結構性貸款便利措施，進一步提高流動性，

促進信貸增長。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2025年要

「提高財政赤字率」「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

國債」。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

強認為，以中國比較強的國家資產負債表，

完全能夠承受比較高的中央財政赤字率。

	擴大內需
 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

「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

擴大國內需求」擺在2025年九大任務之首，

包括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加力擴圍實施

「兩新」政策等。

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稱，2025年在全方位支持政策的推動下，預

計將有更多的財政貨幣資源用于支持消費擴

張，消費復甦勢頭向好，內需改善支撐經濟

增長。居民存量房貸利率的下調將為居民部

門其他消費支出提供空間。

此外，在更加積極的財政和適度寬鬆的

貨幣政策協同推動下，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增

速可能有所回升，新質生產力發展推動製造

業投資積極向好。內需貢獻大幅增加將有力

抵消外部衝擊，是經濟增長保持韌性的主要

引擎。

「內需將成為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

動力。」熊奕認為，在財政刺激和消費者信

心復甦的背景下，相比2024年，內需對GDP

增長的貢獻率預計將在2025年提升。受內需

增強和財政刺激影響，通脹料將溫和回升。

	強韌外貿
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和外部衝擊是中

央對2025年經濟工作的要求之一。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指出，今

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主要在于外部經貿環

境不確定性增強。外貿總量與份額面臨雙重

挑戰。

一方面，海外需求未必能夠維持強勁增

長；另一方面，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可能

使得中國的出口有所回落。

鍾正生表示，今年可能存在短暫的「搶

出口」效應，而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能夠在一

定程度上對沖潛在的關稅影響。中國也可降

低對其他國家的進出口關稅，加強與歐洲及

亞非拉的聯繫。

連平提到，與商品貿易相比，中國服務

貿易常年逆差，佔全球比重也較低，因此服

務貿易是未來中國擴大出口的一個潛力源。

	穩住樓市
談及房地產市場，匯豐銀行環球研究

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晶對中新社記者

表示，隨著近期房地產政策組合拳落地，房

地產市場量、價等都出現積極信號，但整體

來看，市場企穩仍需要更多時間以及政策支

持，後續或將有更多政策發力。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稱，展

望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穩住樓

市」，預計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中國房地

產全年銷售和投資同比降幅都將有所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