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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宁夏在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以及在清洁能源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日前于宁夏
银川举办的台湾同胞看“塞上绿电”活动
中，台胞张琦这样表示。

本次活动由宁夏港澳台办主办、国
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协办，旨在组织在
宁台商台青围绕“绿色来电”主题，走进
塞上大地，了解“追风”“逐日”“筑水”“空

中走廊”、绿能外送、绿能储存等“宁夏能
量”的故事，感受“塞上绿电”神奇蝶变。

2012年，宁夏被确定为全国首个新
能源综合示范区，经过 10 多年发展，
绿色能源产业已成为助力宁夏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
要引擎。

活动第一站来到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台商台青们看到乌黑发亮的煤转变

成柴油、氢气，变身为洁白的氨纶、高
档的香水、高铁上的隔音阻燃材料、汽
车的保险杠等高附加值产品原材料，纷
纷惊叹科技创新“点煤成金”。台商李雨
真表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靠实干创造
了辉煌。

走进红寺堡区茫茫戈壁滩，极目远
眺，只见一台台 100 多米高的白色“大
风车”次第排开，叶轮迎着风旋转。台
青宛俞沁表示：“宁夏自然地理环境优
越，风力发电就是在接受大自然赋予的
无尽能量。”

在 宁 夏 电 网 容 量 最 大 的 储 能 电
站——穆和200兆瓦/400兆瓦时新能源
储能电站，台商台青们了解到储能电站
犹如一个“超级充电宝”，能将风能、太
阳能发电储存起来，根据需要再进入电
网，一次可放出40万度电，能满足300
户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

在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台
商台青们了解到在沙漠上建设光伏电站
可以减弱沙丘流动、减少沙漠水分蒸发
量，光伏板组件下还可以扎半隐蔽式麦
草方格，种植沙蒿、沙米等沙生植物固
沙，并培育西红柿、辣椒等农作物，实
现“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
真是一举三得，沙漠光伏项目为经济社
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绿色翅膀’。”台青
张耀霖说。

本报香港1月 4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近日宣布，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进一步提升列
车服务，便利市民日常往来、旅游
及商务出行。

本月10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
段会加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及深圳
福田站列车班次，由每日74班增加
至98班，并延后部分短途列车的尾
班车开出时间。新安排下，西九龙
站往福田站尾班车将延后至 23 时，
福田站往西九龙站延后至 22 时 31
分；广州东站往西九龙站的尾班车

将延后至20时50分。
港铁公司常务总监（香港客运服

务）杨美珍表示，2023 年，粤港两
地深化融合开启了跨境出行的新篇
章。她很高兴看到广深港高铁香港
段客运量节节上升，成为不少乘客
跨境出行的首选，希望在新一年继
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方便的服务。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去年多次提
升服务，包括全面引入电子车票、
简化乘车流程等。2023 年初至 11
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乘客量逾
1700万人次，超过2019年全年。

台湾过去作为亚洲“小龙”实现经济飞跃，
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经贸及产业交流合作
的张力息息相关，这个张力使台湾人均GDP实
现了翻番。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台湾地区经济的成长
与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2012 年 —2022 年 ， 中 国 大 陆 经 济 年 均 增 长
6.90%，台湾地区经济年均增长 3.47%。同一时
期，韩国经济年均增长 2.88%，日本经济年均增
长0.69%。

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在大陆的广阔市场和
丰沛要素资源支撑下，台湾产生了一大批市占
率较高的大企业，形成了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
业集群。这些产业和企业绝大多数都在大陆有
投资，连同其协力或配套厂商，与大陆形成了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对两岸
各自的经济和产业发展都具有较大影响。

因此，不论从宏观或微观层面看，台湾经
济、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大陆经济和
资源的依托。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动能不足，正在
经历新一轮震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穷尽
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科技霸权主义和经
济霸权主义横行，使得世界贸易、产业、技术
的全球化合作架构和机制受到严重破坏，贸易
市场和产业分工及供应链格局受到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民进党当局一再破坏两岸交流合
作的政治基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经济和
产业领域加快所谓“去中化”，极力限制两岸经济
产业交流合作，并企图跟随和效仿美国，限制
两岸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互补性合作。民进党当
局的所作所为，全然漠视经济发展规律，置台
湾民生福祉于不顾，用“台独”的政治企图绑架
台湾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当前两岸产业合作
面临的严峻挑战。

数字技术开创了以人工智能（AI）等为技术
驱动的创新型经济时代，相关的技术基础设施

建设成为奠定数字经济时代强国的战略性基
础，这就是中国大陆正在践行的新基建。新基
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
设施，其中又延展涉及互联网、智能交通、数
字平台、科教文卫等多领域的硬体和软体建
设。新基建不仅会带动大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而且会促进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也将
为两岸产业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陆不仅有建设新基建的需求，也具备建
设新基建的优势。大陆拥有全球领先的网络基
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基础性建设扎
实。据有关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1月，大陆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1.33 亿个；5G 基
站达 328.2 万个，实现了县县通 5G。工业互联
网形成的产业规模突破万亿，数字平台、工业
智能等新兴领域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大陆方兴未艾的新型城镇化为新基建提供
了坚实的应用场景支撑。据统计，大陆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目前为 6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
约为 80%。按 80%的城镇化率计，大陆未来还
将有超过 2 亿人新增为城镇人口。城镇空间急
剧扩张，对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
疗、5G通讯运用服务等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将
大幅扩张。

大陆规模庞大和体系齐全的工业制造业为
新基建提供了能力保障。一方面，新基建将大
幅推进数字化设备的生产和应用，大陆拥有大
而全的制造业设计生产体系和能力，为新基建
提供了自主建设能力保障。另一方面，新基建
也能加速传统制造业的数字赋能和转型升级，
产生很好的产业继承性和包容性效应。

大陆新基建将为两岸产业深化合作提供巨大
新机遇，台湾产业也具备参与新基建的天然优势。

新基建与台企的产业背景和基础关联非常
密切。例如，台湾形成了半导体、电子资讯、
石化、精密机械的主导产业结构，与世界产业

发展潮流是吻合的，与新基建所需的产业生产
领域和能力也是吻合的。

两岸在新基建方面具有很好的产业互补
性。一方面，大陆拥有家电、计算机、通讯、
手机、服务器、绿能、航天、电动车等系统设
计及生产制造能力，在精密机械和材料产业链
领域有相当的自主能力，在光电、绿能、电动
车生产制造领域已有绝对优势，人工智能、大
数据算力等科创公司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台
湾在高端半导体、被动组件、印刷电路板等领
域拥有很好的制造能力，在上游高阶材料及精
密机械领域也有一定发展，电子业厂家正在往
电动车、绿能、航天及医疗器材领域布局和拓
展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半导体生产制造
技术较发达，但上游产业短板严重，对于软件
创新科技投入相对不足。

显然，大陆新基建将为台湾电子及半导体
产业发展克服短板提供新的机遇，为台企转型
升级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服务，同时也为台企
在大陆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大陆新基建给台湾产业发展带来的机会包括：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互联网、数据中心、智

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为台湾高
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提供巨大的增长动力，也为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数字赋能服务。

在融合基础设施方面，AI技术的广泛运用
和支撑，将给台湾电子科技新创公司提供巨大
的应用市场。

在创新基础设施方面，集科教、技术研发
和产品开发为一体的创新基础设施，能为台湾
电子科技新创公司与大陆展开科研合作、增强
前瞻科研能力带来重要契机。

新基建将对大陆内外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
响。只有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
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台湾经济及产业才能
不错失大陆新基建的巨大发展机遇。

（作者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两岸产业合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巨大机遇
殷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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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台商台青参访“塞上绿电”。 宁夏港澳台办供图

1 月 3 日，广
东江门新会圭峰山
国家森林公园石涧
公水库岸边，依水
生长的水杉树一片
金黄。市民们纷纷
在水上长廊拍照留
念，领略南方冬日
特有的韵味。

梁剑青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付敏） 近日，在厦
门闽南大戏院举办的两岸文化艺术交流论坛
上，海峡两岸艺术家认为，两岸舞台剧发展各
有特色，合作交流愈加频繁，期待业界携手打
造走向世界的舞台剧。

在台湾果陀剧场创始人、台湾师范大学表
演艺术研究所副教授梁志民看来，近年来，
从交流演出到剧作改编创作，再到演员、人
才的互动往来，两岸舞台剧合作交流愈加频
繁，诸多合作剧目更是跨越海峡，受到一致
好评。

“我有很多大陆过来交流的学生，他们活
跃在舞台剧创作的各个领域。同时，也有很多
台湾学生到北京、上海等地深造学习。”作为

两岸共创舞台剧《遗失的第24个白键》的总编
导，梁志民说，在两岸交流过程中，文化艺术
互相影响、彼此交融。

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院长郭肖华
认为，两岸合作舞台剧由来已久，题材、故
事、手法碰撞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有千秋。

《暗恋桃花源》《微·信》《家·书》以及《遗失的第
24 个白键》等舞台剧都在两岸有不错反响，期
待两岸高校能更加深入合作，探索更多领域的
融合发展。

郭肖华表示，两岸文化艺术在丰富多彩的
呈现方式下蕴含着共同的中华文化基因，期待
两岸舞台剧艺术家通过更紧密的合作，共同创
作优秀的华语舞台剧走向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尚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创办
的《中国台湾研究（英文）》季刊日前
在北京创刊发布，这是中国大陆首份
面向国际传播的涉台英文学术期刊。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昌林在
《中国台湾研究（英文）》创刊发布会
上致辞表示，两岸关系正面临和平
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两
种前景的选择，《中国台湾研究（英
文）》在这一背景下创刊，可谓正当
其时、意义重大。刊物将着眼于新
时代中国统一事业，构建权威涉台
国际学术平台，融合多学科、多领
域前沿成果，动员整合各方面优质
学术资源和专家力量，更好发挥国
际学术影响力和创新力。

《中国台湾研究（英文）》主编、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冷波
表示，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台
湾当局和一些外部势力在国际社会
大肆开展舆论认知战，阻挠中国统
一进程。创办《中国台湾研究（英
文）》，是为了正本清源、厘清真相，
争取国际社会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台
湾问题和海峡两岸关系，进一步理
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支持中国政府推进实
现国家统一。

《中国台湾研究（英文）》主要刊
登涉台重大问题、热点问题以及基
础性研究等学术文章，内容涵盖台
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两
岸关系等领域。该刊物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合办，当代中国与世界
研究院合作翻译。

《中国台湾研究（英文）》季刊创刊发布

两岸艺术家期待携手打造走向世界的舞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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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往返深圳福田高铁将增至每日98班

本报香港1月4日电（记者陈然） 记者4日从在香
港举办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峰会上获悉，香港将在
两年内推出110多项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方案，完善数
字经济治理，并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

该峰会由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主办，
政府、科技界、企业界等专家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数字
技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竞争力和改善社会福祉。

全国政协副主席、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
协会主席梁振英在峰会上致辞表示，数字经济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步，香港要融入国家数字经济
发展大局，就必须放眼全国，结合香港和内地的所
需所能。

他说，香港与国际高度接轨，有法律制度、基础
设施、政策环境、人才等方面优势，更应该重视并肩
负起相关产业数字经济衔接全球的重大使命，做好、
做深、做强数字经济，包括促进国际数据交易等，以
激活大湾区内数字经济的发展。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致辞表示，国家数字经
济发展生机勃勃、气象万千，为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提
供坚实后盾、广阔舞台和无限机遇。香港科研实力雄
厚、基础设施完善、创科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开放，
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条件，必将为“数字湾区”建
设贡献智慧力量。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和创新科技枢纽，必须积极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不快速前进，则会大大落后于人”。特区政府将
从完善数字经济政策、治理和执行的顶层架构、加速
数字基建建设、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使用、加速
数字转型步伐和大力培育人才五个方面推进数字经济
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成立于 2021 年，
旨在共同推动大湾区信息科技产业发展和应用，为三
地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政策研究，通过为企业搭建沟
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大湾区信息科技通讯产业
互联互通，并为大湾区培养青年工程师和人才。

加
速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香
港
将
推
出
一
百
一
十
多
项
数
字
政
府
和
智
慧
城
市
方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