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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製造業經受住衝擊 穩中中國製造業經受住衝擊 穩中

有進有進

　　 《2023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本報訊】

數報告》《中國製造業重點領域技術創新綠

皮書─技術路線圖（2023）》28日在北京發

布。其中報告指出，在規模發展的分項數

值上，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到4.98萬億美

元，連續13年位居世界首位。製造強國建

設穩中有進，製造強國發展指數與美、

德、日同處世界主要國家最高水平。預計

到2025年，中國信息通信設備、先進軌道

交通裝備、發電裝備、輸配電裝備、光伏

發電裝備、新能源汽車、紡織、家用電器

8個優先發展方向將整體步入世界領先行

列，成為技術創新的引導者。

　　報告由國家製造強國建設戰略諮詢委員

會聯合中國工程院戰略諮詢中心等單位共同

發布。「製造強國發展指數」自2015年開始

每年持續發布，已成為客觀評價中國製造業

整體水平的權威性的指數。

　　中國製造業經受住衝擊 穩中

有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書記單忠德院士

28日對《2023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

進行了詳細解讀。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全球13連冠

圖：中國首款按照國際通行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噴

氣式民用飛機C919進行動態展示，吸引了大量觀眾。\中新社

圖：長江經濟帶打造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成為中國出口的「金名片」。圖為理

想汽車江蘇常州基地的工人在加緊生產。\新華社

　　「新三樣」成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三樣」成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製造業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經受住了超預

期因素影響的大衝擊。2022年製造強國發

展指數前九國依次為美國182.06，德國

133.03，日本126.29，中國124.64，韓國

80.16，法國69.37，英國64.85，印度

45.99，巴西32.64。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

數穩定居於超過120的較高水平，製造強

國建設穩中有進。九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

排名及所處陣列均未發生變化。2020-

2022年，中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年均增幅

超過4個點，與美國同處世界主要國家最

高水平，雖在個別年份出現波動，但整體

實現平穩增長。

　　在規模發展的分項數值上，中國製

造業增加值達到4.98萬億美元，連續

13年位居世界首位，與美、日、德、英、

法、巴六國製造業增加值之和基本持平。

不過，受到外需疲軟、經貿摩擦等因素導

致中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重下降。在質

量效益分項數值上，九國中僅有中國、德

國、巴西實現增長，其他六國均有不同程

度降幅，日本降幅最大。

　　「新三樣」成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單忠德表示，2020-2022這三年間，中

國製造業展現出較強韌性，龍頭企業發揮了

定海神針的作用，「新三樣」即電動汽車、

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

發展新動能。「新三樣」在2022年全年的出

口領跑整個外貿，全年電動汽車出口增長

131.8%，以太陽能電池為主的光伏產品增長

67.8%，鋰電池增長86.7%。

　　綠皮書重點對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

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節能和新能源汽車等

16個重點領域、29個優先發展方向的主要進

展及未來幾年的重點發展方向進行分析和預

測。該報告顯示，預計到2025年，中國信息

通信設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發電裝備、

輸配電裝備、光伏發電裝備、新能源汽車、

紡織、家用電器8個優先發展方向將整體步

入世界領先行列，成為技術創新的引導者；

到2030年，航天裝備、飛機、高檔數控機床

與基礎製造裝備、機器人、工程機械、生物

醫藥等大部分優先發展方向將整體步入世界

先進行列；但基礎軟件及工業軟件、高性能

醫療器械、農業裝備、食品、儀器儀表等優

先發展方向與世界強國相比，仍有一定差

距。

荒謬！他挑撥：
香港解禁日本海鮮，就能體現「一國兩制」

　　 今年8月，日本政府罔顧國【本報訊】【本報訊】　　 今年8月，日本政府罔顧國【本報訊】
內外反對，執意啟動福島核污染水排海計
畫。對此，中國宣佈全面暫停日本水產品進
口，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也宣佈禁
止日本部分地區的水產品等進口。

　　在香港《南華早報》12月29日發佈的
獨家專訪中，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岡田健一依
舊堅稱「福島核廢水排放並未造成污
染」，為讓日本海鮮能夠解禁，他甚至歪
曲混淆「一國兩制」實質內涵並挑撥聲
稱，香港應當終止對日本海鮮的進口禁令，
以此顯示香港可以在「一國兩制」之下獨
立於中國內地作出政策決定。

　　在多國多地區發佈對日水產品禁令
後，日本一直絞盡腦汁希望解除禁令，且無
所不用其極。今年8月，岡田健一曾顛倒是
非地聲稱，香港如果禁止進口日本的海鮮，
或將影響香港的聲譽。而在近日，為消減中
國暫停進口對於日本水產品行業的打擊，還
傳出了消息稱，日本政府計畫開拓新市場，
將扇貝等主要水產品出口至韓國和歐盟。

　　今年8月，香港特區政府決定自8月
24日開始，禁止源自東京、福島、千葉、栃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岡田健一（資料圖） 今年7月，香港一處日本海鮮產品售賣點（日媒）

木、茨城、群馬、宮城、新潟、長野和埼玉

10個都、縣的水產品進口，包括所有活生、

冷凍、冷藏、幹制或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產

品、海鹽，以及未經加工或經加工的海藻。

　　對此，岡田健一稱，香港已採取了同

中國內地「不同的做法」，只對日本10個

都、縣的水產品實施了範圍更小的禁令。

「中國內地禁止從日本進口所有海鮮，而

香港只禁止從10個都、縣進口。（這）已

經顯示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鮮明區別。」

　　面對香港媒體的專訪，他以此「借題

發揮」稱，相信香港可以繼續以各種方式

展示「一國兩制」。

　　岡田健一隨後「目的性極強」地宣稱

道：「例如，如果香港能比中國內地更早

解除（海鮮進口）禁令，香港就能在日本面

前展示『一國兩制』的美好優點。」

　　數據顯示，香港是日本第二大農產品

和水產品出口市場，僅次於內地。據日本農

林水產省統計，去年香港從日本進口貨值超

過120億港元，是日本肉類、雞蛋、米、速

食麵、鮮果等30種食品的最大海外市場。

中尼「里程碑」協定，元旦生效
　　中國商務部12月29日在官網發表公告

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尼加拉瓜共和

國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以下簡稱《協

定》）將於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根據《協定》安排，雙方將在貨物貿

易、服務貿易和投資市場准入等領域實現高

水準相互開放。

　　貨物貿易方面，雙方將對各自超過

95%稅目的產品最終實施零關稅。其中，雙

方立即實施零關稅產品占各自總體稅目的比

例約為60%。

海外華人眼中十大國際新聞海外華人眼中十大國際新聞海外華人眼中十大國際新聞

　　2023年落下帷幕，回首這一年，全球局勢依然動盪，俄烏

衝突未平，巴以戰火重燃；土敘遭遇世紀強震，夏威夷發生致

命山火；美歐銀行業危機升級，日本執意排放核污水戕害世

界……動盪之中亦有希望。中美元首會晤成功舉行，開闢兩國

新願景；在中方支持下，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復外交關係，中東和

解邁出重要一步；中國打擊緬北電信詐騙集團也取得顯著成果。

以下為海外華人眼中的年度十大國際新聞。/大公報

其中在水產方面，香港位列日本金槍

魚、蝦、蟹、魚翅的輸出地前三，是多

款加工海產品如扇貝、鮑魚、海參的主

要出口市場。不過，香港統計處數據顯

示，2022年香港從日本進口的貨物中，

超過八成為轉口貨，僅約17%流向本地市

場。

　　另據韓媒報導，當地時間12月26

日，韓國國務調整室國務第一次長樸購

然在福島核污染水排放說明會上表示，

韓國政府（自2013年9月起）仍然禁止進

口來自日本福島附近8個縣的所有水產

品。對於來自日本其他地區的扇貝等水

產品，韓方針對每一項進口實施放射性

物質檢測，即便發現微量含量，也將另

行再要求提交核素證明，此舉事實上相

當於禁止進口。對於日方計畫將被中國

禁止進口的扇貝出口至韓國和歐盟，樸

購然說，「這不過是日方的計畫而

已」。他表示，政府將持續實施針對日

產海產品的進口管制，並嚴密實施放射

性物質檢測。

　　服務貿易方面，《協定》是中國首

個以負面清單方式開放跨境服務貿易和

投資的自貿協定。

　　據報導，《協定》是中尼雙邊經貿

關係發展的里程碑，有利於進一步激發

雙邊貿易投資合作潛力，推動合作提質

升級，更好造福兩國企業和人民。

　　2021年12月10日，中國與尼加拉瓜

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2023年 12月 20

日，雙方宣佈正式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本報訊】【本報訊】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本報訊】

站12月30日報道，中國和尼加拉瓜的自由

貿易協定將於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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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1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斐洛里莊園同美國總

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兩國元首就事關中美關係的戰略性、全局

性、方向性問題以及事關世界和平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坦誠深入地交換了意

見。

　　習近平指出，這次舊金山會晤，中美應該有新的願景，共同努力澆築

中美關係的五根支柱。一是共同樹立正確認知。二是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三是共同推進互利合作。四是共同承擔大國責任。五是共同促進人文交

流。兩國元首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恢復兩軍高層溝通。

　　美國總統拜登就強調，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重申台海和平穩定很

重要。

01 習拜會晤開闢中美新願景

02 ChatGPT火爆Ai「狂飆」席捲全球

03 世紀強震 土敘近6萬人喪生

04

05

06

07

08

09

10

中國斡旋 沙伊恢復外交關係

瑞信被吞 美歐銀行危機升級

譁變不果 普里戈任墜機亡

百年一遇 夏威夷爆致命山火

無視反對 日排核污戕害世界

戰火重燃 巴以和平遙遙無期

緬北行動 打擊電詐成效顯著

　　2023年1月，ChatGPT僅上線兩個月，活躍用戶突破一億。這一超級應用所展現

出的智能在全球範圍內引發AI「狂飆」，全球大科技公司幾乎都發布了自己的大語

言模型，如谷歌的PaLM2、Meta的Llama2、百度的文心一言、華為的盤古等，AI大規

模商業化時代可能到來。AI狂熱的背後也存在倫理之爭，有科學家堅信它仍有毀滅

人類的風險。同時，創造性AI工具或對全球3億全職工作崗位構成威脅。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南部與敘利亞交界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震央位於土耳

其加濟安泰普省，地震規模為7.8級，震源深度僅10公里，最大震度達到9級，威力

相當於130顆原子彈同時爆炸，鄰近的塞浦路斯、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等國都感受

到震動。連同土耳其和敘利亞在內，地震共造成 59259人遇難，297人失

蹤、121704人受傷，是至少一個世紀以來該區域經歷的最強的地震之一。

　　2023年3月，在中方支持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舉行對話。3月10日，沙

伊兩國達成北京協議，中沙伊三方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沙伊雙方同意恢復外

交關係，強調三方將共同努力，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沙伊雙方讚賞並感謝中國

承辦和支持此次會談並推動其取得成功。4月6日，中沙伊三國外長在北京會晤，會

後沙伊外長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即日起恢復外交關係，並採取必要措施重開使領

館。

　　長期低利率和加密貨幣崩潰，加之激進加息，美國多家銀行面臨流動性風險。

2023年3月，美國銀行業爆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規模最大的倒閉事件。一周內，美

國硅谷銀行、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相繼倒閉，隨即火燒連環船，擁有167年歷史

的瑞士信貸受累陷入流動性危機，瑞士當局強行將160億瑞郎債券減記至零。6月，

在瑞士政府的斡旋下，競爭對手瑞銀以「骨折價」將瑞信收購。百年老店如此下場，

全球投資者人心惶惶，銀行股債大跌。

　　長期低利率和加密貨幣崩潰，加之激進加息，美國多家銀行面臨流動性風險。

2023年3月，美國銀行業爆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規模最大的倒閉事件。一周內，美

國硅谷銀行、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相繼倒閉，隨即火燒連環船，擁有167年歷史

的瑞士信貸受累陷入流動性危機，瑞士當局強行將160億瑞郎債券減記至零。6月，

在瑞士政府的斡旋下，競爭對手瑞銀以「骨折價」將瑞信收購。百年老店如此下場，

全球投資者人心惶惶，銀行股債大跌。

　　2023年8月8日起，美國夏威夷州毛伊島爆發嚴重山火災情，火勢迅速蔓延全

島，造成大面積破壞，迫使大批人員撤離。這場百年來最致命山火造成至少115人死

亡，上萬人流離失所，財產損失約55億美元。

　　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無視國際社會強烈質疑和反對，單方面強行啟動福島

核事故污染水排海，預計整個排海計劃為期至少30年，排放核污水總量將超過100萬

噸，引發日本國內外持續強烈反對。德國海洋研究機構研究表明，自排海之日

起，57天內相關放射性物質即可擴散至太平洋大半區域，10年後蔓延至全球海

域。中國內地全面停止進口日本水產品，香港和澳門亦對日本海產加強了進口限

制；多方決定加強對日本水產品的輻射監測。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發

射數千枚火箭彈，並派遣武裝人員進入以國境內挾持人質，以色列方面有約1200人

喪生。以總理隨即宣布以色列進入「戰爭狀態」，對加沙發動空襲及地面進攻。本

輪衝突持續近三個月，僅有短短7天臨時停火，成為20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輪巴以衝

突。加沙地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災難，有超過2萬人死於戰火，其中

七成為婦孺，停火止戰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呼聲。

　　2023年10月27日，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果敢同盟軍）發動了意在打擊電詐並

奪取緬甸果敢自治區首府老街控制權的軍事行動。多支緬甸少數民族地方武裝加入

或在本地區開展軍事行動以示策應。自10月下旬起，中國加強對緬北電信詐騙集團

的追捕及引渡，進而通緝詐騙集團首腦人物。進入11月後，首腦人物及中國籍成員

陸續被引渡審訊。截至11月21日，緬北相關地方執法部門共向中方移交電信網絡詐

騙犯罪嫌疑人3.1萬名，打擊工作取得顯著戰果。

世界動盪�期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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