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2月1日從濱海
新區發改委獲悉，日前公佈的《濱海
新區「十二五」服務業發展專項規劃》
顯示，「十二五」期間，濱海計劃累
計投入65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
上，壯大服務業。預計到2015年，服
務業增加值達到4000億元以上，佔全
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40%，年
均增速達到20%以上。
《規劃》提出，濱海服務業將重點

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含航運物
流、金融創新、總部經濟、服務外
包、旅遊會展、科技信息、文化創
意、商貿流通、中介服務、房地產等
十大服務產業。
在航空物流產業方面，濱海將加快

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建設。
預計到2015年，天津港貨物吞吐量達到5.6
億噸，集裝箱吞吐量1800萬標準箱；濱海
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達到1600萬人次，貨
郵吞吐量50萬噸。濱海金融業增加值達到
400億元，佔服務業的比重達到10%。
在文化產業方面，到2015年，形成10個

以上在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名牌文化產
品，文化產業增加值力爭佔地區生產總值
6%。旅遊會展業將突出海濱休閒特色，把
濱海建成面向全球、特色鮮明、精品集聚
的國際國內旅遊目的地。以專業性會展和
品牌會展為重點，發展特色會展經濟，使
濱海成為中國北方重要的會展中心。

濱海服務業年均增速超二成

香港文匯報訊 1月30日，天津濱海新區獲
得國家科技部批准，國家粳稻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正式組建。
據悉，該中心將針對粳稻產業發展的重

大關鍵和共性問題，進行技術集成和工程
化研究開發，為中國粳稻產業發展提供技
術支撐。

該中心組建後，將全面提升中國粳稻自
主創新能力，輻射帶動粳稻全產業鏈快速
發展，將發揮區位、農業資源、產業發展
等優勢，為特種粳稻功能選育、天津小站
稻研究起到示範帶頭作用，將實現糧食增
產、農業提質、企業增效、產業延伸，促
進天津市都市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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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5年，深圳前海將有更多市民用上
4G網絡，手機上網速度加快，電話

費下調。據《深圳市無線電事業發展
「十二五」規劃》，前海合作區擬取消區
內漫遊、統一區號、降低通信費用
等，先行先試，為深港無線電應用與
管理創出一條新路。

未來五年，深圳市將推動共建
共享移動基站等無線電通信設
施，完善深港無線電管理協調

機制，提高兩地頻率
資源共享，及加強信
號過界覆蓋聯合監測
等。因此，深港前海

合作區有望五年內取消
深港電話漫遊，兩地

居民日後或毋
須繳付高昂
的 通 訊 費
用。

除了通訊
便利外，
前海今年

還將向國家

爭取先行先試的政策，包括跨境人民幣結算的金
融創新和降低香港金融機構進駐前海的門檻。深
圳市長許勤強調前海開發開放是今年重點。本周
國家發改委將主持召開部級協調會，將前海相關
政策上報國務院。許勤要求，深圳應發揮好前海
部級聯席會議制度優勢，爭取國家對於前海「特
區中的特區」給予政策支持：爭取國家同意在前
海開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為重點的金融創新，適當
降低香港金融機構進入前海開展金融業務門檻；
爭取設立前海銀行、商品交易所、跨境黃金場外
交易市場、銀行業金融工具交易中心、國際再擔
保中心等；爭取開展網絡銀行試點。

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有關負責人在會上表
示，去年底推出「跨境通」人民幣跨境投融資綜
合服務平台，並落戶前海，目前其業務受到珠三
角眾多企業和機構的追捧，在短短一兩個月期間
其總規模已達到2000多億元規模。深圳人行已聯
合廣東省人民銀行共同向總行提交申請，今後在
港註冊的金融機構，可放開向在深港兩地有分支
機構的企業提供貸款、理財服務。深圳金融辦主
任肖亞非在會上表示，今年深圳將進一步推動地
方金融發展，尤其是私募股權，目前還屬灰色地
帶，中央政府還沒規劃，深圳將大力發展，出台
規範政策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最新一期《航
空和空間技術周刊》報道，一切跡象表
明，西方情報機構未能預見中國成都殲
20隱形戰機的亮相。而根據相關曝光的
資料，截至2011年1月11日殲20第1次試

飛，或者說首次公開試飛為止，內地最
少已完成2架殲20原型機。觀察家們今年
將會繼續關注殲20的飛行測試項目進
展，同時，還將不斷尋找內地在隱形戰
機技術領域方面的突破和挑戰。

據新華社2日電 由中國商人投資的幾內
亞首個國際五星級標準酒店——卡魯姆
酒店奠基儀式1日在該國首都科納克里舉
行。幾內亞總理福法納與中國駐幾大使
趙立興出席儀式並為工程奠基。
福法納在發言中說，幾內亞和中國之

間的合作從來沒有如此充滿活力。在短
時間內，中國公司承接了很多基礎設施
建設工程。他鼓勵更多中國企業和商人
到幾內亞投資。

趙立興說，卡魯姆酒店項目象徵中幾
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旅遊和賓館領域
的合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同時也
是兩國富有成效的合作的一個有力見
證。」
卡魯姆酒店坐落西非國家幾內亞首都

中心地帶，建築面積達3萬平方米，預計
工期為22個月。該工程由中國商人在幾
內亞註冊的GMC公司投資，由上海建工
集團承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海證券報消息，
近日國家發改委發文要求，對於提供給
外籍人士的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外債需
求，不予安排中長期外債額度。據《關
於境內外資銀行申請2012年度中長期外債

規模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外資銀行
從境外借入1年期以上人民幣資金，納入
中長期外債額度管理（填表時折算為美
元）。外資銀行借入的1年期本外幣外債
總和，不得超過中長期外債額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法新社報道，仍

劫持29名中國工人的蘇丹反政

府武裝組織的一名發言人1日

說，該組織已要求中國政府向

蘇丹政府施壓，將急需的援助

物資運向該國衝突區。中國政

府遇襲事件工作組組長、外交

部領事司副司長邱學軍1日就

向蘇丹方面強調，當務之急是

千方百計確保29名被劫持人員

安全獲釋並盡快確認失蹤的1

名員工下落，中方希望並相信

蘇方有能力和智慧妥善解決此

事件。邱並向解救行動中造成

蘇軍警人員傷亡表示慰問。　　

蘇丹反政府武裝組織表示，

目前29名中方人員身體狀況

良好。組織發言人表示，北

方局領導層已要求中國對人

道主義援助做出貢獻並幫助

建造「安全走廊」，以允許

援助物資進入衝突區。該發

言人強調，他們向中國政府

解釋了這一切並要求中國政

府予以支持，以施壓蘇丹政

府。這些要求不是釋放中國

工人的條件，只是因為「中

國對蘇丹政府有影響力」。

中國駐蘇丹大使館2日說，

中國方面通過各種途徑向蘇丹

反政府武裝傳達信息，要求他

們保證中方人員安全並盡快釋

放他們。中國首批赴南蘇丹維

和部隊迅速啟動應急預案，周

三組織綜合防衛演練全力做好

應對突發事件準備。

而失蹤的1名中國工人，證

實在蘇丹政府軍實施營救的過

程中中彈，生還機會渺茫。在

場的其他中方人員曾試圖搶救

受傷工人，但現場處境危險，

沒有成功，這名工人被留在原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內地媒體近日爭相報道，國產紅旗轎車將
成為中國省部級官員座駕。紅旗轎車製造
商一汽集團相關人士並未證實該消息。國
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國產汽車代替奧迪成為省部級官員座
駕很有可能會流於形式，他並稱，官員座
駕國產化並不是中國公車改革治本之策。
《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稱，命運多舛的

紅旗轎車有望借助公車採購新政迎來再次
復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相關人士向該報
記者透露，近日工信部向協會傳達了中央
關於對自主品牌的指示精神，主要包括建
議先從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做起，帶頭
乘坐國產自主品牌汽車。報道稱，從種種
政策動向來看，紅旗轎車成為高級公務車
採購用車的消息並非空穴來風。

從2011年8月至今，紅旗轎車銷量為

零。據業內人士分析，肩負紅旗轎車振興

大業的C131車型快要上市，而該車型配置

符合省部級幹部用車標準。報道稱，如果

紅旗未來真正成為省部級幹部標配用車，

勢必對目前公務車佔比最大的合資品牌奧

迪產生一定影響。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本報分析，
國產紅旗轎車取代奧迪很有可能最後又是
流於形式，一方面是全面更替會造成浪
費，另外還會導致一些國有企業過度依賴
政府採購，而且這類傳言近年已傳過數
次。

竹立家特別指出，官員座駕國產化並不
是中國公車改革的治本之策，他認為應該
取消公車，至少也要規定只有副部級以上
官員才可配備公車。當前中國鎮級、村級
幹部都配備公車，一些退休幹部也在使用
公車，導致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他並
稱，中國政治改革已非常緊迫，當前必須
對官員特權進行改革。

龍年開春，非洲接連發生中國

公民被劫持、扣留事件，牽動國

人心。目前約有100萬中國公民在

非洲從事各種經營活動，更有數

萬名中國工人常年參與非洲重大

基建項目，中國公民海外安全保

障戰略機制的建立已不容迴避。

中國與非洲有㠥悠久的傳統友

誼。進入新世紀， 中國「入世」更將中

非關係帶入黃金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國

企業「走進非洲」共謀發展，中非雙邊

貿易額從2000年的100億美元躍增到2011

年的1600多億美元。非洲還是中國的第

二大工程承包市場、第二大勞務承包市

場和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展望未來

十年，中非經貿與投資仍有躍升空間。

與此同時，在非洲的百萬中國公民營

生活動卻不可避免面對三類風險，令人

擔憂：所在國投資環境與治安風險、政

局動盪風險、隨㠥中國崛起以綁架中國

人提高要挾籌碼的的恐怖襲擊風險。海

外公民安全成為中國特殊的大國難題。

與美國使領館全球外交保護資源投放相

比，美國1名外交官面對5000海外公民，

而中國的數字是1：10萬。

中非貿易十年急劇升溫，中國已超越

美國成為非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但本

國公民安保方面中國仍是新手。2011年

埃及、利比亞政局動

盪中國應急大撤僑，

曾令歐美多國稱道，

但從中突顯的時局評

估預警機制亟待強力

完善。同時，與歐美

等國相比，增強當地政府保護強度、延

聘民間安保公司等國際通行做法方面仍

是中國弱項。

中國海外軍事震懾力量、外交保護投

放強度暫難與歐美比肩。當下，建立以

政府外交預警與保護為主導、當地政企

民三方聯手的安保機制，提升中非新型

戰略夥伴關係以確保在非洲百萬中國公

民的整體安全，已時不我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凱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