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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投资部日前发布公报表

示，沙特内阁已批准新修订的投资法，旨

在将投资者的多项现有权利整合在统一

法律框架下，以提升透明度、灵活性和投

资信心，吸引更多投资。沙特新投资法

还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

相关规定以及其他双边投资协定等相兼

容 ，确 保 沙 特 在 全 球 经 济 中 保 持 竞 争

力。该法律及其实施规定将在沙特政府

公报发布 180 天后生效。据悉，沙特投

资部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发布更多有关新

投资法的信息，以便投资者和公众更好

地了解新规。

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知名管理咨

询公司科尔尼不久前发布了 2024 年全

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将沙特

的排名从 2023 年的第二十四位上调至

第十四位。报告显示，近 50%的受访外

商 对 在 沙 特 的 投 资 前 景 感 到“ 更 加 乐

观”。沙特《中东报》认为，外国直接投资

信心排名提升表明沙特政府在打造具有

国际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成效。

沙特经济过去长期以石油产业为支

柱，2009 年至 2014 年，石油收入占政府

财 政 收 入 的 比 例 持 续 超 过 85% 。 自

“2030 愿景”提出以来，沙特积极推动经

济多元化转型，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

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以减少对石油收

入的依赖。沙特统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第四季度沙特外国直接投资

净流入达到 131 亿沙特里亚尔（1 美元约

合 3.75 沙特里亚尔），较上一季度增长

16%。沙特计划到 2030 年实现每年吸引

1000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增

加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支持新兴产业和重

点行业的发展，例如人工智能、先进制造

业、采矿业、可再生能源和旅游业。

沙特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投资

促进措施，包括制定国家投资战略，颁布

新法律及设立特别经济区，大力投资基

础设施项目，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引资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021 年，沙特宣布实施“沙特区域总部计划”，吸引更多跨国公司

将地区总部迁至沙特，并相继推出包括免除 30 年企业所得税在内

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据沙特投资大臣哈立德·法利赫介绍，目

前已有 400 多家跨国公司获得沙特地区总部的许可，其中包括科

技巨头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今年 5 月，高盛成为第一家在沙特

开设地区总部的华尔街银行。

沙特还积极改革政策和监管框架，不断简化外国企业在沙特

设立业务的程序和许可流程，放宽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些所有权限

制，如引入包括新《公司法》在内的法律，赋予投资者更多自主运营

决策的空间，提高企业管理的灵活度，并加强了对投资者权利的保

护。今年 1 月，沙特政府宣布向拥有至少 400 万沙特里亚尔房产的

业主发放优质签证。

自 2020 年开始，沙特陆续建立多个经济特区，如阿卜杜拉国

王经济城、吉赞经济特区、拉斯海尔经济特区等，实施包括减免所

得税与增值税、加快签证办理流程、降低经济区内土地租金等更多

支持措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简化的创业流程、税收优惠和世界一

流的基础设施，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为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要求，沙特政府还积极加强数字支付系

统等基础设施和电子政务服务建设，如建立在线政府网站、推动智能

城市建设、重视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等，以提高商务办公效率和

商业环境透明度。沙特投资部的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仅投资部

的数字平台就执行了超过 5.8万笔交易，较去年同期增长 29%。

沙特费萨尔国王大学经济分析师卡塔尼表示，随着红海旅游

项目等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工，预计到 2026 年第四季

度，沙特外国直接投资有望超过 500 亿沙特里亚尔。国际信用评

级机构标准普尔的一份报告认为，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加和营商环

境的持续改善，沙特外国直接投资的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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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火星内部深层存在大量液态水
新华社北京 8月 13日电 火星上的地震和陨石撞击会产生地

震波，这些波可以帮助绘制火星内部结构。一项新研究分析了由

美国航天局“洞察”号无人探测器检测到的火星地震波，认为在火

星内部深层存在一个充满液态水的孔隙和裂缝区。

研究认为，该区域存在于火星表面以下 11 公里至 20 公里的地

方，其液态水储量远超此前认为的火星地表曾经有过的海洋所蕴

藏的水量。尽管这些地下水资源因位置太深而无法开采，但这一

储水层可能是生命的“避难所”。

研究人员在分析中使用的一种数学模型与用于分析地球地下

含水层和油田的模型完全相同。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周刊网站上。

研究人员表示，确定存在一个大的液态水储层为了解火星的

过去等提供了一些线索，既然地球上深深的矿井里和海底都有生

命，那么火星深层地下储水层也可能存在生命。

此前已有大量证据，比如河流通道、三角洲和湖泊沉积物等，

都支持火星表面曾有液态水流动的假设，但这种潮湿时期早在

30 多亿年前火星失去大气层后就结束了。迄今，人类已经发射了

许多探测器登陆火星，试图弄清楚过去那些液态水到底发生了什

么。这项新研究表明，火星上大部分水并未逃逸到太空，而是渗入

了火星地壳中。

“洞察”号无人探测器携带地震仪于 2018 年降落在火星表面，

这是第一个探测到火星地震的仪器。2022 年 12 月 21 日，美国航天

局宣布，在对火星进行了 4 年多的科学探测后，“洞察”号正式结束

任务。2018 年至 2022 年间，仪器检测到数百次火星地震。通过分

析“洞察”号收集的地震数据，研究人员对火星地壳的厚度、核心的

深度和组成，甚至还有地幔内的一些温度信息有了更多了解。

日本企业物价指数涨幅连续6个月同比扩大
据新华社东京 8月 13日电 （记者钟雅、刘春燕）日本央行 13日

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能源补贴停止与日元贬值影响，今年

7 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3.0%至 123.1，涨幅连续 6 个月

扩大。

日本政府 7月停止了电力和城市燃气补贴，加上日元疲软对进

口价格造成上涨压力，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涨幅环比有所上升。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

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版责编：邹志鹏 赵益普 郑 翔

为期 3 天的巴西国

际动物蛋白展览会日前

在巴西圣保罗闭幕，包

括畜禽养殖、疫病防治、

肉类加工等相关行业约

300 家 参 展 商 参 展 ，超

2 万名参观者参会。本

届展会主题为“可持续

动物蛋白：兼顾竞争力和食品安全”，涵盖肉

类产业生产力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

责任、疫病防治与安全生产、技术创新与智

能生产、清洁能源与生态保护等话题。

展会现场，活动主办方巴西动物蛋白协

会布置了专门的展厅来介绍巴西肉类生产

的发展进程、关键技术创新及肉类生产现状

等。参观者可借助虚拟现实设备，体验巴西

现代化肉类生产从农场养殖到工厂加工再

到包装分销的各个阶段。巴西政府官员及

行业专家表示，国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为

巴西肉类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是巴西牛肉、鸡肉和猪肉最大的

出口目的地。期待巴中继续加强农畜产品

合作。”巴西动物蛋白协会主席里卡多·桑廷

说，协会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巴西农畜产业

各方都愿意与中方不断强化伙伴关系，更好

满足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巴西外贸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 7个月，

巴西向海外出口牛肉超过 137万吨，其中近一

半出口至中国。巴西出口至中国的鸡肉和猪

肉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

14.7%和 18.7%。出席展

会主题论坛的中国食品

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于露表示，巴西肉类产

品的价格成本等优势使

其在中国市场具有很强

竞争力。

巴西农业部部长卡洛斯·法瓦罗在展会

开幕式上表示，巴西与中国不断深化合作，

面临更多发展机遇。今年巴西新增 38 家肉

企获准向中国出口产品，具备对华出口资质

的巴西肉企从 106 家增至 144 家。“更多的企

业出口，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更多的机会。”

法瓦罗说。

可持续发展是本次展会的重要话题，不

少企业展示了相关解决方案。于露表示，中

巴两国作为农业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可持续

发展领域拥有巨大合作空间，应该在饲料、

养殖等方面加强经验交流。

巴西牛肉出口商协会可持续发展总监

费尔南多·桑帕约表示，巴中两国可以在保

持贸易畅通的同时共同努力减少碳排放，双

方在绿色贸易方面开展合作的潜力巨大。

（本报圣保罗电）

中国企业正昌集团在展会上展示了一

款大型饲料制粒机。

本报记者 时元皓摄

“期待巴中继续加强农畜产品合作”
本报记者 时元皓

智慧港口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港口运营效率和服务

质量的一种发展模式。随着全球贸易增长

和先进技术的发展应用，一些国家智慧港口

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荷兰、新

加坡、阿联酋等国加快推进港口设施和设备

自动化、数字化改造，加强港口运营智能化

管理，不断提升港口物流系统的竞争力。

荷兰鹿特丹港——
引入无人机日常巡查
加强数字物流建设

荷兰鹿特丹港是欧洲最大港口之一。

2023年，鹿特丹港的货物吞吐总量达 4.388亿

吨。鹿特丹港还是欧洲码头自动化发展的

先驱，目前这里大部分集装箱装载和堆垛工

作已由电脑控制并由自动起重机完成（见右

图，本报记者牛瑞飞摄）。近年来，鹿特丹港

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智能化水平。

2022 年底，鹿特丹港引入无人机对港

口进行日常巡查。无人机以每周一次的频

率例行巡查港区，巡查内容包括船舶加油、

水污染、货物转运、危险物质、空气污染及船

上维修等。当港区发生紧急情况时，无人机

也可携带医疗用品、船舶零件或货物样本等

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大大提升了港口的应

急救援效率。

2023 年 1 月，数字平台“新一代物流”在

鹿特丹港投入使用。该数字平台主要收集

港口内每艘船的停靠地点、时间、货物等信

息 ，并 在 短 时 间 给 出 每 艘 船 卸 货 、装 箱 的

最 佳方案，相当于港口的“中央处理器”。

2023 年，已有 100 万个集装箱应用了“新一

代物流”平台，节约了 1/5 的转运时间。目

前，鹿特丹港内约 60%的陆航运量通过该平

台进行调配规划。

鹿 特 丹 港 的 集 装 箱 交 换 路 线 2023 年

11 月投入使用。这条全长 17 公里的封闭道

路连接着港口的数个码头、仓库及海关检验

站，包含 3 个交界处、5 个铁路道口和照明、

电缆和管道、交通信号灯和通道栏杆等。连

接到这条道路的各方通过多拖车系统、带底

盘的码头牵引车和普通卡车等多种运输方

式传递转移集装箱，该线路堪称港区“集装

箱的高速公路”。

鹿特丹港务局首席执行官比德文津·西

蒙斯表示，集装箱交换路线极具创新性，极

大促进鹿特丹港的智能化建设和安全高效

运营。“鹿特丹港务局将继续致力于港口的

智能化、高效化建设，巩固其作为全球集装

箱枢纽的地位。”

新加坡港——
优化运营管理系统
提高港口清关效率

新加坡港是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转运

港 之 一 ，2023 年 港 口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达 到

3880 万标准箱，位列全球第二。新加坡港

共有包括裕廊、吉宝、丹戎巴葛（见下图，本

报记者刘慧摄）在内的 6 个主要码头。近年

来，新加坡港积极推动建设智慧港口。

新加坡 2018 年推出《海运业产业转型

蓝图》，提出加强技术研发，尽快利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优化新加坡港运

营。 2022 年推出的更新版《海运业产业转

型蓝图》进一步强调推进海运业创新和智慧

港口建设。

新加坡推出一站式数字港口平台，航运

公司通过该平台可一次性向不同的政府机

构提交所有港口清关文件，每年为海事行业

节省约 10 万个工时。在新加坡海事资料中

心，航运公司和政府机构可共享海事数据，

包括船只信息、位置、抵离时间等。新加坡

还在开发新的船只交通管理系统，该系统能

够提供全面的海上实时交通状况、预测港口

水域的交通热点区域等。

2021 年，新加坡首个海事无人机测试

区正式投入使用。多家公司在这里测试与

海事业相关的无人机技术，包括用无人机把

陆地包裹递送到船上、巡视海港和检查船

只、收集船只位置及天气情况等信息。无人

机交通管理系统可管理多达 500 个无人机，

确保递送包裹、巡视海港等任务有效安全进

行。新加坡政府去年宣布，将建立一个主要

用于运送船舶物资的无人机港口。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和新加坡国

立大学及部分企业机构 2018 年共同推出一

项面向港口和海运行业的行业加速计划，以

推动科技初创公司和海运行业合作。根据

该计划，新加坡政府每年举办“智慧港挑战”

活动，邀请国内外初创公司就智慧港口建设

提出创新解决方案，获选公司将获得最高

25 万新加坡元（1 美元约合 1.3 新加坡元）的

资助。

新加坡交通部长徐芳达表示，随着科技

进步，海事科技将对海上运输和港口运营的

效率、可持续发展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新

加坡一直支持新兴技术在港口中的应用，积

极寻找有效解决方案。

阿联酋杰贝阿里港——
推进全自动化运营
重视创新技术应用

杰贝阿里港位于阿联酋迪拜市西南部，

是中东第一大港，也是世界最繁忙的十大集

装箱港口之一。该港共有 67 个泊位，码头

总 长 15 公 里 ，每 年 处 理 1400 多 万 个 标 准

箱。为应对集装箱运输量大幅增加的需求，

杰贝阿里港三号集装箱码头采取全自动化

运营模式，通过集成 18 套内部系统，可对岸

桥操作、泊位规划、堆场管理、卡车调配等进

行实时跟踪管理。

为解决传统集装箱堆放耗时多、占地大

的问题，港口合作研发了全球首个高架集装

箱储存系统，将每个集装箱如标准货品一

样，叠放到高达 11 层储存架的不同位置，可

供自动机器人取用搬运。该系统投入使用

后，杰贝阿里港每年对集装箱的非生产性移

动次数显著减少。

今年 5 月，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宣布将与

货运公司艾因里德加强合作，在杰贝阿里港

部署 100 辆电动卡车。这些电动卡车相互

联网、实行智能化管理，可通过中央数字操

作系统分析和优化港口内的货运效率，预计

每天可支持约 1600 个集装箱运输。从明年

开始，该港口还将试点实现电动卡车自动驾

驶。据媒体报道，这将是中东地区港口最大

规模的电动化货运部署。

杰贝阿里港运营商、迪拜环球港务集团

信息技术部门相关负责人易卜拉欣表示，全

球超过 90%的贸易通过海运进行。在数字

化时代，港口的数字基础设施是供应链稳定

畅通的关键部分。迪拜环球港务集团高度

重视创新技术应用，以推进港口智能化。

杰贝阿里港外侧设有杰贝阿里自由贸

易区，现有 9000 多家企业落户。中国是杰

贝阿里自贸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迪拜

环球港务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尔坦表

示，港口智能化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全球物流

网络互联互通，助力迪拜成为全球商品贸易

流通对接的重要平台和枢纽。杰贝阿里港

愿进一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中国商

品进入中东、非洲、欧洲市场。

荷兰、新加坡、阿联酋推进智慧港口建设——

数字化赋能 港口更智能
本报记者 牛瑞飞 刘 慧 管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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