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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鎮千億鎮」」再啟新征程再啟新征程 續寫中國式現代化續寫中國式現代化「「長安樣本長安樣本」」
春風勁吹，潮湧新征程。在粵港澳大灣區東岸的黃金走廊

上，東莞市長安鎮正以 「千億鎮」 為起點，開啟 「二次創業」
新征程。這座曾以農業為主的南方小鎮，歷經逾四十年改革開
放的淬煉，蛻變為廣東省第三個 「千億鎮」 。
2025年，長安鎮正奔着GDP增速5%的目標全速前進，以
「再造一座新城」 的魄力，拓展新空間，匯聚新動能，引育優人
才，探索新模式，營造好環境，繼續書寫中國式現代化的 「長安樣
本」 。 冷運軍

東莞長安邁入東莞長安邁入 「「千億鎮俱樂部千億鎮俱樂部」」 ，，開啟開啟 「「二次二次
創業創業」」 新征程新征程。。

長安電子信息產業年產長安電子信息產業年產
值超千億元值超千億元。。

融灣發展 愛上這個「千億鎮」
3月7日，在華南理工大學舉行的廣東省首場高校

畢業生招聘會上，OPPO、硅翔、奧普特、宇瞳光
學、祥鑫等一批長期扎根長安，且在全球產業協作
中佔有一席之地的知名重點企業的攤位前人潮洶
湧。不少華南理工大學學子上前諮詢應聘，與招聘
人員深入交流，了解企業發展前景、崗位需求、薪
資待遇等信息。

都說愛上一座城，只因城中住着某個人。在應屆
畢業生看來，城市的發展前景和對個人發展的吸引
力，是愛上一座城的前提。

作為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重鎮」 「中國機械五金
模具名鎮」，長安鎮坐擁大灣區優越地理位置，在
承接深圳、香港創新資源，對接珠江西岸產業協
作，助推大灣區融合發展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在這裏，產業基礎雄厚，2000億級電子信息、500
億級五金模具以及若干個百億級新興產業集群形成
梯次有序、互為補充的產業格局和企業梯隊；在這
裏，優質學位、醫療床位等公共服務配套持續 「上
新加碼」， 「綠道長安」 「蓮花山下·莞」等文化
空間涵養人文素質……

尤為引人矚目的是，2024年，長安鎮實現地區生
產總值1050.7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5.5%，
成為廣東省第三個、東莞市首個 「千億鎮」，並獲
評2024年推動中小城市高質量發展優秀案例。

「雙星」閃耀
從「製造重鎮」躍升至「智造高地」
當前，珠三角 「千億鎮」長安，正以 「鎮域小循

環」融入 「灣區大循環」，從 「製造重鎮」躍升至
「智造高地」。長安鎮黨委書記葉孔新指出，長安

明確了要以 「二次創業」再出發的闖勁、拚勁、幹
勁，堅定高質量發展新路徑，開拓高質量發展新空
間，創造高質量發展新福祉和拚出高質量發展新作
風，重點聚焦拓展新空間、匯聚新動能、引育優人

才、探索新模式和營造好環境五個重點方向
持續發力。

2025年，為實現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長安鎮
提出了 「六大行動」，其中，經濟結構優化行動和
產業向新圖強行動，將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推
動經濟發展再上新台階。

長安 「二次創業」的底氣何在？長安鎮依託全球
領先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每分鐘產出195部智能
手機，全球每8部手機中便有1部誕生於此。OP-
PO、vivo兩大全球手機巨頭扎根於此，帶動上下游
千家企業協同發展，形成規上產值超2300億元的電
子信息產業鏈。

與此同時，長安鎮五金模
具產業規上產值突破
470 億元， 「世界
模具看中國，中
國 模 具 看 長
安」的行業共
識 ， 彰 顯 了
長 安 鎮 傳 統
製造業向高端
躍遷的硬核實
力。

除了有電子信息
產業、五金模具產業
形成的 「雙星拱鎮」產業
格局，長安鎮的另一個獨特優
勢便是產業集聚效應顯著。長安鎮構
建了 「一鎮多品」的產業集群，形成了 「千億為
基、百億並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其市場主體總
量達16.2萬戶。在科技創新方面，長安鎮積極推動
科技與產業融合，培育新質生產力，壯大戰略性新
興產業。機器視覺、新能源汽車配套等百億級新興
產業集群加速崛起，宇瞳光學等 「單項冠軍」企業
不斷湧現，為長安鎮的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年，隨着盛安產業中心項目及廈崗新華智造產

業中心兩個項目
開工建設，長安鎮加快
了推進 「二次創業」戰略部署、推
動高質量發展的步伐。盛安產業中心是東莞市、長
安鎮重點建設項目，未來將打造成機器人產業園，
輔以智能製造及新能源產業配套，將實現多個生產
性服務平台協同發展。位於大灣區交通要道廣深

沿江高速旁的長安廈崗新華智造產業中
心，則是東莞市政府選取在長安建設

高品質低成本產業空間的重點工
程。作為廈崗社區建村以來集

體投資最大的產業項目和投
資項目，新華智造產業中

心將打造高效率、高彈
性、高品質的現代化產
業園區。超過40萬平方
米的優質產業空間，將
面向人形機器人、低空

經 濟 等 未 來 科 技 產 業 招
商 ， 助 力 長 安 傳 統 產 業 升

級、新興產業壯大，打造多元化
的產業體系。

「幸福之城」 長愛才安心來
數據顯示，東莞連續三年入選中國年度最佳促進

就業城市，連續兩年入選中國年度最佳引才城市，
今年首次躋身 「95後」人才吸引力全國前十，排名
上升5位。

作為東莞經濟的 「排頭兵」，長安鎮用 「產業厚
度」詮釋 「人才引力」，正加速從 「產業高地」向

「幸福之城」邁進。據統計數據顯示，長安鎮實際
管理人口超120萬，其中人才總量近27萬，高層次
人才超2萬，去年建成的長安人才服務中心，已經
成為一張閃亮的城市名片。

長安鎮 「六大行動」中就有三大行動聚焦城市環
境品質提升，分別是城市品質提升行動、新質生活
營造行動和營商環境對標行動，彰顯了長安鎮在持
續提升城市競爭力方面的決心和信心。長安鎮提
出，要對標深圳、蘇州等先進地區，提高營商環境
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水平。

3月22日，長安還將走進廣東工業大學，開啟第
二場理工類專場招聘會活動。屆時將同步開展校企
合作洽談會，推動人才工作服務站建站，與廣東工
業大學共建研究生實習基地，持續構建 「引育用
留」全鏈條人才生態，實現高校人才與長安企業的
「雙向賦能」。
除提供優質崗位外，長安鎮還提供涵蓋人才安

居、創業扶持、技能提升等全鏈條政策支持體系，
並依託人才服務中心打造 「一站式」服務平台，以
更大力度、更廣胸懷、更優服務，為人才提供更廣
闊的發展舞台。

未來，長安鎮將攜人才與產業齊飛，以 「闖」的
精神、 「創」的勁頭、 「幹」的作風，為中國式現
代化書寫更多 「長安故事」。在這片熱土上，智造
動力澎湃不息，灣區強鎮的藍圖正徐徐展開。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四家新設金融機
構19日在上海舉行集中開業儀式。

這四家金融機構是法巴證券（中國）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法巴證券」）、安盛環球再保險（上
海）有限公司上海再保險運營中心、漢諾威再保險
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再保險運營中心和上海國
際再保險登記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法巴證券是中國第四家外資獨資證券公司。安盛
環球再保險和漢諾威再保險都是享譽全球的再保險
機構，在全球再保險市場擁有專業能力和豐富經
驗。上海國際再保險登記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中國
首個國際再保險登記交易平台，對於推動中國再保
險市場開放、提升風險管理能力等將發揮重要作
用。

法巴證券董事長郭志毅表示： 「我們會在努力做
好現有業務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客戶的需求和市場
環境，進一步擴大業務範圍，為中國證券市場的發
展作出積極貢獻。」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吳偉表示，上海將充分發揮現
代產業集聚、高端人才薈萃、營商環境一流等綜合
優勢，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發展機遇，
創造更好環境、更優服務、更多保障，助力在滬金
融機構深耕發展。

四家金融機構
在滬集中開業

新業務價值增長近30%
期內，平保壽險及健康險業務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營運利潤為 969.75 億元，按年跌 1.9%，新業務價值
可比口徑下增長28.8%。壽險及健康險業務內含價值
8350.93億元。

財險方面，營運利潤按年大幅增長68%至149.52億
元。保險服務收入3281.46億元，增長4.7%；凈利潤
150.21億元，增長67.7%。

銀行業務方面，平安銀行2024年減值損失前營業
利潤1046.3億元，按年降11%，惟信用及其他資產減
值損失按年縮減16%至494億元，加上所得稅減少，
平安銀行的營運利潤按年跌4%，至257.96億元。至
於資產管理業務錄得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營運虧損
118.99億元，按年縮減42.6%；金融賦能業務盈轉虧
2900萬元。

投資方面，去年平保的保險資金投資組合實現綜合
投資收益率5.8%，同比上升2.2個百分點，主要得益

於均衡的資產配置戰略，且權益資產表現較去年同期
有顯著改善；凈投資收益率3.8%，同比下降0.4個百
分點，主要受存量資產到期和新增固定收益資產到期
收益率下降影響。期內，凈投資收益1754.2億元，按
年微跌 0.6%；總投資收益 2064.25 億元，按年升
66.6%。

加大新興產業投資力度
平保董事長馬明哲表示，從業務經營看，隨着內

地利率中樞持續下行，資產端面臨新的機遇與挑
戰。一方面，集團要緊抓負債下行周期的機遇，加
快核心金融業務發展；另一方面，要強化資產負債
聯動，堅定穿越周期的資產配置策略，充分發揮險
資負債久期長、規模體量大的優勢，持續加大對戰
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新型基礎設施及價值
型品種的投資力度，體現 「耐心資本」的責任與擔
當。

他又指，全面貫徹黨中央對做好2025年經濟工作

的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基調，堅決落實 「聚
焦主業、增收節支、改革創新、防範風險」十六字經
營方針，深入推進 「綜合金融+醫療養老」雙輪並
行、科技驅動戰略，推動全面數字化轉型和三省服務
工程，支持實體經濟、穩守風險底線。

平保去年純利升近48%
支持實體經濟 穩守風險底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德芬報道：中國平安（2318.HK，601318.SH）昨日公布
數據，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266.07億元（人
民幣，下同），按年升47.8%；營業收入約1.14萬億元，按年升10.6%；歸屬於母
公司股東的營運利潤1218.62億元，升9.1%；基本每股營運收益6.89元；末期股
息1.62元，按年增8%；全年股息2.55元，增半成，派息率37.9%，分紅總額連續
13年增長。

【香港商報訊】記者胡薇報道：由綠色發展研究院
（香港）與南南合作金融中心聯合主辦的 「綠色企業
出海論壇」於18日至19日在香港舉行。本次論壇吸
引了來自政府機構、綠色產業、金融機構及專業服務
領域的企業家與專家學者，針對中國綠色企業在全球
市場的潛在機遇、業務拓展、投資策略、風險防範等
方面展開深入探討。

聚焦機遇拓展與風險防範
論壇的核心目標是為新能源、電動車、儲能、新材

料、節能環保、循環經濟、數據賦能等領域的中國綠
色企業提供國際投資環境的深度剖析，幫助企業掌握
法規、財稅、ESG（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多方
面合規要求，拓展多元化融資渠道，並學習如何在全
球市場穩健發展。

綠色發展研究院院長、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
《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共同主席馬駿博士發表主
旨演講，圍繞 「中國對外綠色投資的機遇與風險防
範」展開深入分析。他指出，海外市場，特別是共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產品、技術和投資的

需求持續上升。他提及，中國內地對東盟的直接投資
年均增長率超過20%。未來結構性趨勢，尤其是人口
結構變化，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向東盟等國和地區投資
的持續增長。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總幹事周美香在開幕致辭中表
示，全球綠色轉型正在加速推進，中國綠色企業已成
為國際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她強調，儘管綠色
企業在全球市場擁有廣闊機遇，但仍需應對ESG合
規、供應鏈本地化、融資壁壘及區域政策差異等挑
戰。

香港一直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橋頭堡，在
本次論壇中，各界專家共同探討香港如何發揮優勢，
助力中國綠色企業拓展全球市場。香港特區政府 「一
帶一路」專員何力治表示，綠色發展是中國未來經濟
增長的重要引擎，而香港作為共建 「一帶一路」的重
要功能平台，擁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能夠在促進國際合作與市場對接方面發揮關鍵作
用。

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InvestHK）助理署長
劉智元指出，香港擁有成熟的國際金融體系、專業
法律服務、高端人才資源，能夠為綠色企業提供全
方位支援，助力企業在全球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更大
作用。

現場，一批成功出海的中資企業、產業園區和投資
機構的代表分享了海外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綠色企業出海論壇在港舉辦

中國平安去年業績摘覽
項目

壽險及健康險
新業務價值

壽險及健康險
內含價值

凈投資收益

總投資收益

營運利潤

凈利潤

每股盈利

末期股息

單位：人民幣

註：*指若基於2023年末假設和模型計算，2024年
新業務價值達成 400.24 億元，可比口徑下增長
28.8%。

2024年

285.34億元

8350.93億元

1754.2億元

2064.25億元

1218.62億元

1266.07億元

6.89元

1.62元

按年變幅

+28.8%*

+0.5%

-0.6%

+66.6%

+9.1%

+47.8%

+9.2%

+8%

中國2024年集裝箱產量
超810萬標準箱創新高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9日在上海開幕

的2025集裝箱多式聯運亞洲展公布最新數據，2024
年中國集裝箱總產量超過810萬標準箱，較2023年增
長268.2%，再創歷史新高。

中國集裝箱行業協會副會長李軍在開幕式上發布
《中國集裝箱供應鏈發展報告（2024）》時說，中
國擁有集裝箱全產業鏈高效集群，具備全供應鏈體
系、全產品系列、全技術能力和全面的配套服務體
系。其中，國際標準乾貨集裝箱是集裝箱生產的主
力箱型，2024年約佔中國集裝箱總產量的91.3%。此
外，冷藏集裝箱產量約佔中國集裝箱總產量的
3.8%；鐵路35噸敞頂箱產量佔比約為0.7%；罐式集
裝箱產量佔比約為0.6%；其他類型集裝箱產量佔比
約為3.6%。

報告顯示，中國集裝箱的產銷量達全球的96%，產
能主要分布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以中集集團、
上海寰宇、新華昌集團等為主要供應商。

2025集裝箱多式聯運亞洲展吸引了來自全球6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百餘家展商及專家參與，共同關注
全球貿易變化、航運市場走勢和集裝箱供應鏈發展
等。展會由中國集裝箱行業協會和英富曼會展集團
共同主辦，自2014年在中國創辦以來，已成為集裝
箱多式聯運交流合作的國際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