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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指数集体高开，随后指数下
探回升继续走高。盘面上，CPO、油
气、芯片等板块领涨，贵金属、医药商
业、油运等下挫。临近午盘，沪指延
续红盘震荡，深成指、创业板指涨超
1%，券商板块拉升，ChatGPT概念再
度活跃，三六零涨停，北斗导航概念股
异动，光伏板块集体反弹，两市个股涨
多跌少，市场人气较为积极。午后，沪
指延续活跃，创业板指高位盘整。盘
面上，金融科技股走高，人工智能概念
股再掀涨停潮，个股涨多跌少。尾盘
指数依旧强势，两市超 3300 股飘红。
科创50指数日内大涨4%，寒武纪、中
微公司等股大涨。另外，中字头个股
震荡走高，市场人气高涨。截至收
盘，当日成交达 12530 亿元，沪指涨
0.72%，深成指涨 1.39%，创业板指涨
1.7%。

从盘面上看，大基金、东数西算、

鸿蒙等板块涨幅居前，医药、一体化压
铸、黄金等板块跌幅居前。

当地时间3月 31日，日本经济产
业省宣布，将修改《外汇及外国贸易
法》相关法规，以加强尖端芯片领域的
出口管制。据报道，本次追加纳入出
口限制的芯片制造设备共有6大类23
种，涉及芯片的清洁、光刻、蚀刻以及
检测等。

巨丰投顾分析，随着一季度的结
束，对于二季度保持谨慎乐观。在整体
向好的趋势下，还是要留意阶段的重心
走低的可能，大概率去博弈结构性行
情。所以，这期间如果各项验证效果一
般，那么可能还需留意阶段风险，如果
验证效果超预期，则重新转为乐观。总
之，市场当前进入所谓的“验证期”，建
议投资者适当落袋下可保持观望，或以
业绩主线挖掘相对确定性机会，整体等
待市场新风向的选择。 （新财）

四月开门红，科创50大涨4%

人工智能再掀涨停潮

新华社香港4月3日电 香港恒生
指数3日涨9.07点，涨幅0.04%，收报
20409.18 点。全日主板成交 1204.16
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28.41点，收报6940.45
点，跌幅0.41%。恒生科技指数跌1.19
点，收报4302.52点，跌幅0.03%。

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涨0.62%，
收报388.2港元；香港交易所跌0.29%，
收报347.2港元；中国移动涨1.1%，收
报64.3港元；汇丰控股涨1.88%，收报
54.2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涨

0.42%，收报47.85港元；新鸿基地产跌
1.36%，收报 108.5 港元；恒基地产跌
0.37%，收报27.05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无升
跌，收报3.01港元；建设银行无升跌，
收报5.09港元；工商银行跌1.67%，收
报 4.11 港元；中国平安涨 0.2%，收报
51.2 港元；中国人寿涨 0.31%，收报
12.94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跌0.43%，收报4.62港元；中国石
油股份涨1.51%，收报4.72港元；中国
海洋石油涨2.4%，收报11.94港元。

港股3日涨0.04%

收报20409.18点

新华社东京4月3日电 东京股市
两大股指3日继续上扬，日经225种股
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上涨 0.52%，东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
0.71%。

受上一交易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上涨提振，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高
开。受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影响，矿业
和石油股上涨，加上日元小幅贬值利

好出口类股票，大盘波动上扬。
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上涨 146.67

点，收于 28188.15 点；东证股指上涨
14.18点，收于2017.68点。

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
个行业板块几乎全面上涨，矿业、石油
及煤炭制品、其他金融业等板块涨幅
靠前，仅海洋运输业和橡胶制品两个
板块小幅下跌。

东京股市继续上扬

新华社长沙 4 月 3 日电 首趟
从湖南岳阳发往粤港澳大湾区的铁
水联运集装箱直通专列，4月1日在
岳阳北站货场鸣笛开出。据介绍，
相较以往 3 天至 5 天的运输时间，
该运输方式可节省约三分之一的运
输时间，能有效降低企业运输成
本。目前，该直达专列每日 1 班常
态化开行。

据了解，此趟专列的运载货物为
河南、山西等地发出的橡胶等工业
材料，货物通过水运在岳阳城陵矶
港上岸后，经城陵矶新港铁路专用
线装车，再运往岳阳北站集结。这
趟由50节货物车厢组成的专列，用
时24小时可直抵广州江村站，随后
再发往广州、深圳等地。为保障专
列高效开行，铁路部门从运输组织、
货运调度等方面强化协调联动，优化
作业流程。

城陵矶港位于长江水道与洞庭
湖交汇处，是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长
江深水港口，也是长江中游水陆中转
和水水中转的重要物资集散地。近
年来，依托城陵矶港铁水联运物流
园、城陵矶新港铁路专用线等，湖南
重点打造“公铁水”一体化的多式联
运物流体系，持续帮助企业降低运输
成本。

湖南岳阳铁水联运集装箱

直通专列直达粤港澳大湾区

省时约三分之一

新华社南昌4月2日电 记者从
江西省赣江新区财政金融局获悉，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近日成功发放
首笔 8100 万元的“碳减排挂钩”风
电并购贷款，落地赣江新区，专项用
于江西省高速电建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并购风电项目。

本次落地的并购风电项目总装
机容量 84.85 兆瓦，预计在 2023 年
度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8.6 万吨。
据介绍，赣江新区将持续加大碳金
融领域产品创新，建立多业态多层
次绿色金融产品供给体系。

“碳减排挂钩”风电并购贷款是
指将借款人的贷款利率与二氧化碳
减排量等关键绩效指标挂钩，贷款
存续期内通过持续监测绩效目标实
现情况，激发企业碳减排动力，实现
经济与社会效益相融合。

江西发放首笔“碳减排挂钩”

风电并购贷款

落地赣江新区

新华社东京4月3日电 日本央行
3日公布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日
银短观）结果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日
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继续下
滑，比上季度下降6点，至1点。这是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连续五
个季度下滑。

调查显示，受乌克兰危机持续导
致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半导体行情不
稳等因素影响，一季度制造业企业成
本压力加大。全部 16个制造业行业
中，12个行业大企业信心下降，其中木

材及木制品、石油及煤炭制品等5个行
业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出现两位
数降幅。

非制造业方面，受零售、设备租赁
等行业指数回升拉动，一季度大型非制
造业企业信心指数上升1点，至20点。

日银短观指数每季度发布一次，
是反映日本经济景气状况的重要指
标。其中，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
最具代表性。本次调查于2月27日至
3 月 31 日进行，对象包括日本全国
9199家大中小型企业。

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
连续五个季度走低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中
消协3日联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发出“倡导茶叶适度包装，推动绿

色文明消费”的倡议，茶叶经营者
应当遵守商品包装有关法律和国家
标准的规定，尤其对于带有附件、配

件等的茶叶商品严格包装标准，不
打“擦边球”。

这是记者 3 日从中消协获悉
的。中消协近期开展的商品过度
包装调查显示，消费者对茶叶过
度包装问题关注度较高，消费者
对 茶 叶 包 装 的 主 要功能需求有

“保证茶叶品质，防止受潮和变
质”“开封后保存性能好”“取用方
便”。

今年9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
准将全面实施。中消协建议，茶叶
经营者根据不同茶叶品类的要求，
做到包装材料适当、无害加工、绿
色生产。倡导茶叶经营者将茶叶
原料生产、加工包装等全生产链条
的能效、水效、环境绩效、碳排放等
信息进行公示，供消费者选择和社
会监督。

中消协建议茶叶适度包装

总部设在韩国的世界500强企
业希杰（CJ）集团中国区总裁、中国
韩国商会会长尹道瑄日前接受新华
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提升投资
便利化水平，提振了外资企业在华
投资的底气和信心。

“尽管世界经济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希杰看好中国市场的乐观态

度始终不变。”尹道瑄告诉记者，中
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广阔、
贸易环境开放，特别是注重科技创
新发展与多领域人才培养，显示出
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冲击世界
经济等不利因素影响，希杰在全球
范围经历了一段较为艰难的时期，
但得益于中国国内消费需求迅速恢
复，希杰集团中负责食品业务的希
杰第一制糖在华食品业务销售额稳
定增长。据了解，希杰第一制糖在
华食品业务销售额从 2020 年的

3284亿韩元（1 美元约合 1304 韩元）
增至2022年的4574亿韩元，年均增
长约18%。

尹道瑄表示，希杰第一制糖目
前在华运营众多品牌，并开展了冷
冻食品、方便食品、调味品以及必需
氨基酸和酶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等多项业务。这些业务高度
依赖全球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
链。他说，中国为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作出了巨大贡献，期待中国
在这一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尹道瑄说，中韩两国经贸往来深

度融合，产业链供应链密不可分。希
杰集团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已经
在华深耕近30年，是中韩经贸往来
的见证者、亲历者。中韩经贸合作给
希杰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尹道瑄告诉记者，近年来，希杰
第一制糖持续优化食品业务在华产
能布局结构，针对冷冻生产线分别
进行了大型设备技术改造升级和二
期工厂扩建，以更好满足中国市场
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
多健康食品。

新华社首尔4月3日电

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提振外企投资信心
——访韩国希杰（CJ）集团中国区总裁尹道瑄

空中俯瞰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镇中村（4月3日摄，
无人机照片）。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推动“秀
水田园”村居图、秀美文旅线路、秀水乡愁点、秀色风景
带等乡村景观带的打造，通过“以精品农业为支撑、以
乡村旅游为目标”进行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新时代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助力乡村旅游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截至目前，嘉兴市秀洲区已实现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镇创建全覆盖，建成美丽乡村精品线 8 条、省级未来乡
村3个、特色精品村23个，市级精品示范村12个。

新华社发

浙江嘉兴：

打造美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新华社发 4 月 3 日，陆海新通道跨境铁公联
运班列（重庆—瑞丽—缅甸）首发班列
在重庆江津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等候
发车。

当日，一列陆海新通道跨境铁公

联运班列从重庆市江津区小南垭站发
出，这是我国开通经云南瑞丽口岸出
口的陆海新通道中缅跨境铁公联运班
列新线路。

新华社发

首班陆海新通道跨境
铁公联运班列成功开行

一排排轿车整齐停放，等待出
厂；一座座现代化汽车工厂，沿路排
列；一个个新能源汽车项目，如雨后
春笋般“生长”……走进湖北襄阳高
新技术开发区，随处可见的汽车元
素，向外界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活力。

2022年，这座“汽车之城”的整
车产量达30多万辆，规模以上汽车
企业实现产值2400余亿元。

襄阳，这座曾因三国文化闻名
的城市，与“车”很早结缘。

走进襄阳，古隆中展厅中陈列
的“木牛流马”模型，承载着一段古
老交通运输工具的历史故事。《三国
志》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
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
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
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

“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在
襄阳，熟悉三国历史故事的人，对相
传是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木牛

流马”总是津津乐道。
时下，比亚迪襄阳产业园的生

产线上，最快每3秒就能下线一块新
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走进车间，
记者看到各类智能设备、机器人同
步作业，一排排机械臂整齐地挥舞
翻动，生产线旁，工人们紧盯着自动
化设备屏幕上的一组组数据。

2022 年，投资百亿元的比亚迪
襄阳产业园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
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前，万
余名员工正快马加鞭，力争上半年
完成新增生产线安装。

“产业园全部投产后，预计可满
足年产60万辆新能源汽车装配，年
产值可达140亿元。”襄阳高新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岩说，产业园
正在与20多家本地生产厂商洽谈，
将大力提升关键零部件近地化率，带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快速发展。

一条名为“东风汽车大道”的道
路，同样见证了“车”与一座城市的
深厚渊源。

20世纪80年代初，东风汽车公
司实施十堰—襄阳—武汉的“三级
跳”发展战略，在襄阳北部油坊岗建
设生产基地，揭开了襄阳汽车产业

发展的序幕。
1992 年 9 月，第一辆富康轿车

从东风公司襄阳试装厂驶出。紧接
着，蓝鸟轿车、第一辆3吨轻型车先
后下线，襄阳汽车产业开始跨入生
产整车的时代。1992年，经湖北省
政府批准，当地成立汽车产业开发
区。一年后，汽车取代纺织成为当
地第一支柱产业。

从“木牛流马”的故事到“汽车
之城”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今，襄阳
汽车产业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从低端到高端、从零部件到
整车、从传统动力汽车到新能源汽
车、从单一的汽车制造向汽车产业
化迈进的历史性跨越。

汽车产业，是襄阳工业发展的
“龙头”，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第一
引擎，带动形成了以襄阳高新区为
核心，辐射枣阳、谷城、老河口、南
漳、保康、宜城等区域的集群式组团
发展格局。天籁、英菲尼迪、新楼
兰、奇骏等一批车型都打上了“襄阳
造”的印记。

襄阳在发展汽车产业过程中，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瞄准汽
车产业的“风口”——2013年，襄阳

被认定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城市；2019年，提出建设国家级车联
网先导区。2021年，《加快襄阳市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计划（2021—2025 年）》出台，设立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资金。

今年 1 月 31 日，襄阳市 107 个
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集中开
工。其中，总投资106.7亿元的东风
新能源乘用车整车及零部件配套项
目，将实现襄阳新能源乘用车“零”
的突破。

“我们将建设现代化智造工厂，
在襄阳打造年产20万辆新能源乘用
车生产基地。”东创紫联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萌说，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完善襄阳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推动襄阳汽车产业加速转
型升级。

抓住“车”，延伸“车”，超越
“车”。眼下，襄阳借“东风”，促“转
型”，比亚迪襄阳产业园项目、东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轻型商用车
智能制造和绿色工厂升级项目等一
批具有引领性的项目落户，为汽车
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新华社武汉4月2日电

2022年，湖北襄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整车产量达30多万辆

从“木牛流马”到“汽车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