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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瑋燦上海報道）新能源汽車
利好政策陸續落地，而充電樁產品，尤其是無線充電
技術有望近期實現突破。近日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中
國國際電池工業展覽會上，由深圳日億升電源科技公
司提供的內地首個進入商業化運用的無線充電技術頗
受關注。據悉，該批無線充電樁將於10月1日投入使
用，適用於為純電動車充電，每充電30分鐘可行駛約
150公里。
無線充電又稱非接觸式感應充電，利用近場感應實

現能量傳輸。日億升提供的無線充電產品由一個一米
多的無線充電柱加上一個充電鐵墩組成，汽車開在充
電墩上方即可充電，擺脫線纜的束縛。

全市今年料裝5000個
據了解，此款無線充電樁適用於給純電動汽車充

電，由於充電一般在停車場進行，且充電時人可以離
開，因而這一模式非常適合城市使用。在收費方面，
日億升無線充電採用停車位收費的方式，比如正常停
車費一小時6元(人民幣，下同)，使用無線充電之
後，費用約一小時10元。日億升充電樁已在全中國
展開佈局， 10月1日，首批500個無線充電樁將在洛
陽投入使用，預計年內總計在洛陽安裝5,000個無線
充電樁。
目前，日億升無線充電樁產量已達4萬個。若上述
計劃能實現，日億升將成為全球首個將無線充電投入
商業運營的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杭州報道）香港鐵路公司日
前發佈2014年上半年業績報告，數據顯示，由杭州地
鐵集團和港鐵共同運營的杭州地鐵1號線，今年上半
年虧損8,000萬港元，與去年同期虧損1.61億港元相
比，虧損幅度下降一半。
港鐵公司在分析報告中認為，杭州地鐵1號線虧損減

少主因乘客人數上升，上半年總客流量超過6,700萬人
次，日均超過37萬人次。今年7月的日均客流量突破40
萬人次，「五一」當日達到歷史最高的80.8萬人次。
「虧損在預期內，接下去我們關注的焦點還是客流

量的增長情況，會根據客流量調整一些客運服務。」
杭港地鐵相關媒體負責人告訴記者。杭港地鐵公司總
經理劉焯民曾在本報專訪時表示，杭港地鐵客流一直
穩步上升，預計三年內可達到收支平衡。
據了解，杭州地鐵1號線開通一年半以來，仍因各

種原因處於試運營階段。杭港地鐵方面表示，正與相
關部門協商具體細節及要求，試運營結束時間暫時未
能確定。

外資銀行聚西安拓絲路商機 滬自貿區消費品進口增28% 杭州地鐵1號線虧損大減

汽車無線充電樁
洛陽10月啟用合肥財政增收逾兩成

合肥市財政部門牽頭制定支持產業
發展「1+3+5」政策體系，新政

策主要採取基金、借轉補、財政金融
產品等有償投入方式來發揮財政作
用。
2014年，合肥市共安排五大產業扶持

政策資金近27億元，僅基金運作，每年
可吸引社會資本40億元以上；實施鐵路
運輸、郵政業和電信業營改增改試點行
動，試點以來，全市所有試點行業累計
徵收改徵增值稅23.73億元，試點行業稅
負整體下降24%，有力的支持實體經濟
的發展。經預測，營改增改以來，合肥
市累計減收17.3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減

收11.1億元。

「陽光財政」增透明度
4月，合肥市本級政府預算、市直預

算單位部門預算、「三公」經費預算悉
數公開；8月，市本級2013年度政府決
算和「三公」經費匯總決算以及市直92
家預算單位2013年度決算和「三公」經
費決算集中公開。除涉密部門外，所有
使用財政撥款的預算部門全部公開本部
門決算和「三公」經費決算。切實保障
公眾的知情等權利，引導、監督預算單
位嚴格控制行政成本，保障有限的財政
資金和公共資源更多的用於發展經濟和

改善民生。

民生建設年均增幅超74%
近年來，合肥市民生支出佔總財政支

出的八成左右，民生工程實施以來，合
肥市各級財政累計投入民生建設資金超
過366億元，年均增幅超過74%，惠及
群眾75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合肥報道）近年來，安徽省合肥市財

政部門先行先試，在支持產業發展、政府購買服務、開門辦預算等

領域實施多項常新舉措，取得明顯成效，在安徽省乃至全國均產生

較好影響。合肥市近日公布，今年1月至7月，完成財政收入560.74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2.86%；完成稅收收入累計517.44

億元，增收99.95億元，佔全市財政收入的92.28%。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
者 王明楊 西安報道）來
自美、日、英、韓等國家
的24家銀行代表近日齊
聚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共
同探討在「絲綢之路經濟
帶」戰略下西安金融業的
發展未來。
西安市市長董軍在外資

銀行懇談會上指出，西安
金融機構數量、市場規
模，位居西北地區首位和

中西部地區前列。下一步，西安將以建設區域性金融
中心為契機，不斷優化發展環境，創新政府服務，提
高行政效能，努力為外資銀行在西安實現更大發展創
造良好條件。
據了解，西安金融業的發展與港資銀行的支持密不
可分，2001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初，東亞

銀行便在西安設立分行，成為首家入駐西北地區的外
資銀行。隨後，渣打、匯豐、韓亞等國際銀行巨頭紛
紛落戶西安。2013年，西安金融業實現增加值378.89
億元人民幣，金融業已經成為西安經濟發展的支柱產
業。

東亞銀行落戶13年
東亞銀行（中國）公司常務副行長、東亞銀行西安
分行首任行長孫敏傑表示，13年來東亞銀行西安分行
的資產增長近52倍，連續數年資產規模在東亞銀行中
國內地29家分行中排進前5名。匯豐銀行西安分行行
長周奕丞則表示，匯豐西安分行的設立標誌匯豐銀
行網絡向西部的縱深推進，西安深厚的文化對金融生
態的涵養意義重大。
至於渣打、韓亞等代表均希望能在絲綢之路經濟帶

起點建設的新背景下，與西安金融業共同發展，助力
西安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金融中心，發揮金融龍
頭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夢珊上海報道）上海海關日
前發佈今年前7個月上海市進口消費品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前7個月，上海市進口消費品1596.1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去年同期增長25.7%。其中，自貿區
進口655.3億元，同比增長28.2%，較去年同期提速
22.1%。
據統計，自2013年3月起，上海市消費品進口連續
17個月保持2位數以上的快速增長態勢。今年7月進口
256.5億元，同比增長20.9%，環比增長13.8%。在自
貿區進口商品中，汽車、醫療保健品、手錶、化妝品
和服裝及衣附件分別進口255.6億元、153.9億元、
37億元、24.5億元和19.6億元，分別增長84.9%、
19.7%、9.8%、45.7%和41.4%。
數據顯示，今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口提速。今年前7
個月，上海市外商投資企業進口消費品1,146.2億元，
增長31.2%，增幅較去年同期擴大25個百分點，佔同
期上海市消費品進口總值的71.8%。同期，民營企業
和國有企業分別進口283.2億元和166.5億元，分別增
長17.2%和8.1%。

■東亞銀行（中國）公司
常務副行長孫敏傑

■合肥市本級政府預算、市直預算單位部門預算、「三公」經費預算悉數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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