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一盤棋」打造 國際一流航運中心呼之欲出

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在廈門，定位於高端航運、郵輪母
港、國際中轉、對台運輸的主樞紐主通道和外貿遠洋幹
線集裝箱的樞紐港。
目前，福建省委、省政府正以全省「一盤棋」的大氣

度建設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成為國家
五大航運中心之一、被正式寫入省黨代會工作報告，廈
門市委、市政府和海滄區委、區政府始終把建設東南國
際航運中心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

大港區格局初顯 核心港區年吞吐量將達億噸

港口是海滄最大的優勢。作為福建省打造東南國際航
運中心的核心港區，海滄港區設計貨物年吞吐能力達1
億噸，集裝箱1000萬標箱，擁有中國開放度最高、功能
最齊全、政策最優惠、通關最便捷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保稅港區。目前已有丹麥馬士基、法國達飛、香港和記
黃埔、中遠等世界知名航運商入駐港區，開通50餘條國
際航線。2011年，海滄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250萬標
箱，佔廈門港的半壁江山、全省近30%。海滄保稅港區

二期的封關
運營，使得
海滄保稅港
區的集裝箱
吞吐能力提
升了900萬
標箱，大港
區、大物流
的格局進一
步顯現。

總部大樓將成新地標 總投資約55億元

據悉，正在建設的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大廈選址廈門海
滄CBD（中央商務區）36#、37#地塊，佔地10.47萬平
方米，總投資
約55億元。這
裡將建成國際
一流的國際航
運中心軟硬件
運轉平台，打
造最高水準的
大通關與綜合
政務服務窗
口、電子口岸與第四方物流平台、航運要素集聚的特色
品牌，構建東南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窗口和服務品牌，
成為廈門港口城市乃至海西的重要的地標性建築。
港政一體化加快推進 採用最先進全自動智能化設備

目前，廈門港港政一體化正在加快推進，海滄遠海碼
頭、新海達碼頭已於2011年陸續建成投產。其中，海滄
遠海碼頭總投資45億元，可停靠15萬噸級集裝箱船舶，
是福建省規模最大、設備最精良、對外開放度最高的集
裝箱碼頭。明年，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自動
化、零排放、全智能集裝箱碼頭將在海滄誕生；港務大
廈已於2011年封頂，航運交易所、海事仲裁中心、電子
口岸於今年6月掛牌運作，郵輪母港、東南航運中心大
廈規劃建設進展順利。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正全面
加快推進。
為更好地滿足港口吞吐能力的提升要求，海滄保稅港

區二期採用內地最先進的監管和通關設備，確保通關的
高效便捷。其中，進出海關閘口全部安裝智能卡口系
統，建成海滄港區電子信息平台系統，極大地提高了通
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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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海滄
伏久者，飛必高。前年，福建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建設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去年福建省第九

次黨代會工作報告以及《廈門市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作出「加快東南

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重大部署，作為東南國際航運中心總部和核心港區的海滄牢記職責和使

命，全力推動該中心的建設。2012年7月25日，東南國際航運中心、生物醫藥產業園區暨海滄新

城400億工程開工儀式在廈門海滄舉行，東南國際航運中心總部大廈、廈門遠海全自動化集裝箱

碼頭等18個項目同時啟建，總投資達160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艷芳 廈門報道

崛起東南
百川入海

■東南國際航運中心

總部大廈效果圖。

■忙碌的廈門遠海集裝箱碼頭。鄭偉明攝

■巨輪靠泊海滄港。鄭偉明攝

舞動東南國際航運中心龍頭
帶動區域經濟節節貫通

項目近百。截至8月30日，廈門市海滄區已梳理今
年「9．8」可望簽約的內外資項目（含市區兩級簽約項
目）近百個、比增124%，總投資同比將增長20%左右。
四項第一。海滄區將有十多個外資項目納入市級簽

約，初步取得「四項第一」的好成績，即「外資簽約
項目總投資、利用外資、合同外資總量及比增」4項
指標在全市8個招商單位中名列第一。

四大特點。海滄區招商引資主要呈現四大特點：
1.突出利用外資，外資簽約項目創新高，外資項目的
總投資額及利用外資兩項指標均創歷年之最；2.突出
「強二進三」，服務業項目比重過半，主要涉及現代服
務業；3.突出先進製造業；4.突出「三維招商」，全球
500強企業、大型央企以及內地知名民企都有項目落
戶海滄。

海滄可望簽約近百項目 外資項目「四項第一」

發揮「聯動效應」 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交匯貫通

東南國際航運中心不僅是港口的概念，也是區域發展
的概念。事實證明，借助東南國際航運中心核心港區和總
部所在地的優勢，海滄投資環境全面提升，港口建設、產
業區建設、城區建設、商貿配套加緊完善。海港、空港、
鐵路、公路等集疏運體系在海滄不斷形成，手續最便、速
度最快、成本最低的通關體系在海滄形成。隨之而來的是
越來越多的臨港工業、大型企業總部進駐海滄；越來越多
的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湧進海滄。
拓展港口經濟腹地 5年內貨物年吞吐量達5000萬噸

東南國際航運中心啟動建設後，海滄區同時加快發展
臨港物流業，抓好海滄物流園區建設，參與閩西南及周
邊省份「無水港」建設，發展以海鐵空陸聯運為基礎的

區域聯運物流，並推動廈門島內航運資源向海滄轉移、
海西物流資源向海滄集聚，促進港口資源集約化利用。
海滄將力爭在5年內使貨物年吞吐量達到5000萬噸。

臨港工業蓬勃發展 商貿三產闊步前進

龍頭起，全身活。依靠港口優勢，近年來，海滄工業
蓬勃發展，並朝㠥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方
向邁進，新能源汽車、鎢業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新興產
業發展迅速，呈現出一片勃勃生機的景象。不僅是臨港
工業，商貿三產也不斷節節貫通。如海西唯一的石油現
貨交割平台—廈門石油交易中心應運而生，海滄新城
CBD加快建設等。同時，立足人氣聚集的優勢，海滄多
個商業中心「璀璨綻放」，不斷盤活商貿業。
一子落盤，滿盤皆活。海滄區提出，今後五年，海滄

區將增創港口新優勢，以保稅港區為依托，強化區港一
體、區港聯動，切實提高通關和運營效率，不斷擴展集
聚效應和輻射範圍。

同步新聞 數字看「9.8」

中國新聞責任編輯：周萬仰

內地8月CPI料回升至2%以上
經濟數據明公布多機構下調GDP增速預期

國家統計局定於本周日（9日）發佈8月主要經濟數
據。綜合20家金融、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預測報

告顯示，經濟學家對8月CPI漲幅的預測值集中於1.8%-
2.3%的較小區間，預測均值為2%，表明市場對CPI同比
漲幅停止回落並可能反彈的預期基本一致；同時，預計
8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繼續下降，降
幅從7月的2.9%擴大到3.2%。

穩增長乏力 市場觀望
另外，機構對8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預測均值為

9.1%，較7月回落0.1個百分點；前8月固定資產投資增
速預測均值為20.3%，較7月回落0.1個百分點；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預測均值為13.2%，保持平穩。
出口預計依然疲弱。機構對8月中國出口增速的預測

均值為2.6%，較7月加快1.6個百分點，但仍為非常低速

的個位數增長。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從七八月內地經濟

表現來看，由於穩增長政策沒有繼續加力，市場謹慎觀
望情緒濃厚，經濟仍可能維持低位徘徊態勢。國內外需
求同步放緩仍是經濟弱勢的主要原因。
隨㠥中國經濟表現持續疲軟，能否在三季度見底變得

更加不確定，國際金融投資機構近日亦密集下調今年中
國經濟增速預測。
瑞銀7日發佈報告，將今明兩年內地GDP增速預測分

別從8%和8.3%，大幅下調至7.5%和7.8%；將今年三、
四季度GDP同比增速預測分別從8%和8.1%下調至7.3%
和7%。
瑞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近幾個月，中國出

口增長放緩，穩增長政策無論是執行力度還是推進速度
都不如預期，工業企業繼續去庫存，實體經濟活動保持

疲弱。一些政策效果可能延遲到明年體現出來。

內外需放緩 經濟疲軟
但她預計，實體經濟活動將在穩增長政策（儘管時間

推遲且力度較小）和房地產建設活動企穩的帶動下，於
今年四季度環比溫和復甦。雖然結構問題和人口老齡化
可能使中國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速放緩，但隨㠥穩增長政
策生效以及去庫存結束，經濟活動將實現周期性反彈。
此外，高盛高華也將中國今年經濟增速預期由7.9%下

調至7.6%，並將明年經濟增速預期由8.5%下調至8%。
巴克萊近日也表示，此前所作的中國今年GDP全年增長
7.9%以及明年增長8.4%的預測，存在下行風險，並將
在即將發佈的8月數據公佈後作相應調整。美銀美林亦
將中國今年GDP增速預期由原先的8%調降至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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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構下調中國GDP增長預期
機構 今年GDP增長預期值 明年GDP增長預期值

瑞銀 7.5% 7.8%

高盛高華 7.6% 8%

巴克萊 7.9% 8.4%

美銀美林 7.7% —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昨日下午乘飛機離開北

京，結束了對中國為期6天的正式訪問，正在發

展中的中國龍與身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

加坡再度握手。這六天裡，中國領導人胡錦

濤、吳邦國、溫家寶、李克強等高層悉數與李

顯龍分別會面，這不僅僅顯示出中國在外交上

一貫不分國家大小都一視同仁，高規格接待也同時間

折射出中國對新加坡乃至東盟的倚重。

在一連串的雙邊高峰會面中，中星兩國總理的雙邊

會談是重頭戲，而溫家寶與李顯龍間的閉門小範圍會

談則應是重中之重。在當前地區形勢下，推進中國—

東盟關係會是溫家寶與李顯龍小範圍會談最有可能重

點談及的議題之一，同時雙方也將不可避免地談及一

直緊繃的南海爭端。

李顯龍此行，正值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華之際。美

國近年一直借口所謂航行自由不斷插手南海爭端，可

以說是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複雜化的背後

始作俑者和主要推手。

新加坡雖小，甚至在面積和人口上不及許多內地大

城市，但它在東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卻非同一般，可

謂東盟的「大腦」。星方在諸多地區問題上的取態和中

星建立互信，近處講或涉及東亞峰會中國在南海問題

上將面臨的壓力大小，遠處講則事關中國與東盟關係

和周邊安全。

中星貿易額10年增4倍
相較於世界頭號大國美國，發展中大國中國對新加

坡的最大優勢和吸引力，不在政治軍事，而在經濟。

過去10年，中星雙邊貿易額十年增長了近4倍，新加坡

對華新增投資超過350億美元，新增項目近九千個，中

國對新加坡的投資也從

幾個億擴大到目前累計

超過70億美元，兩國人

民往來實現翻番，去年

超過206萬人次。

李顯龍的名字裡的

「龍」字，很容易讓人

聯想到他和新加坡與中

華民族和中國的血脈淵

源，而李顯龍一口流利的英文，又時不時提醒人們，

他是新加坡人！接下來，新加坡在地區熱點問題上的

取態，或將是中方評價他此行的重要風向標。展望未

來，不管對「大龍」還是「小龍」而言，中星關係的

坦途和源泉，還應是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其

它道路，可能都注定行不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小龍」會「大龍」新加坡國小份量不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

國務院近日正式批覆設立蘭州新區，繼上
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浙江舟山
群島之後，蘭州新區成為中國第五個、也
是西北地區第一個國家級新區。蘭州新區
的成立是中國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
又一重大舉措，亦擔負㠥擴大向西開放的
使命。
甘肅省省長劉偉平7日在國新辦舉行的新

聞發佈會上表示，蘭州新區位於甘肅省會
蘭州市北部的秦王川盆地，處於蘭州、西
寧、銀川三個省會城市共生帶的中間位
置，是國家規劃建設的綜合交通樞紐，也
是中原進入河西走廊、通往新疆和中亞、
西亞地區的咽喉之地，區位優勢明顯。
此間有專家分析指出，國家級新區東部

沿海地區居三，西南、西北內陸地區各一
家的佈局，意味㠥中國經濟的格局日趨均
衡、東西部發展也將更加協調這一個規劃
意圖。

■內地8月CPI雖料回升，但工業增加值、投資、出口等

指標仍延續弱勢，多個學者對總體形勢不樂觀。圖為吉

利汽車生產基地，一名工人正進行汽車組裝。 新華社

■吳邦國在北京會見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8月製造業PMI跌破榮枯線後，多數經濟學家預計，即

將於本周日出爐的8月其他經濟數據亦仍將低迷，受極端天氣和國際糧價上升的影響，8月CPI同

比漲幅在連續下降後，將轉而上升至2%以上，而工業增加值、投資、出口等主要指標仍延續7月

弱勢，預示三季度中國經濟可能仍在尋找底部，總體形勢不樂觀。國際機構近日亦密集下調今年

中國GDP增長預期，預測值已普遍降至接近年初政府設定的7.5%的目標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