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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15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外汇市场运
行稳中向好、表现出较强韧性。人民
币汇率双向波动，11 月以来企稳回
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
定，汇率预期总体平稳；国际收支保
持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全年稳定在
3.1万亿美元以上。

数据显示，在银行结售汇方面，
2023 年 12 月，银行结汇 2020 亿美
元，售汇2063亿美元。2023年1—12
月，银行累计结汇22062亿美元，累
计售汇22795亿美元。在银行代客涉

外收付款方面，2023 年 12 月，银行
代客涉外收入 5723 亿美元，对外付
款5582亿美元。2023年1—12月，银
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 61955 亿美元，
累计对外付款62642亿美元。

谈及最新发布的 2023 年 12 月份
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表示，12 月中国跨境
资金流动更趋均衡，外汇交易保持理
性有序。一是跨境收支呈现顺差，12
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
顺差141亿美元，四季度以来逐月改
善态势进一步巩固；二是银行结售汇
基本平衡，12 月银行结汇和售汇规

模基本相当；三是企业等主体结汇和
购汇意愿相对稳定。12 月结汇率

（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
汇收入之比）和购汇率（客户从银行
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均
与 2023 年前 11 个月的月均水平基
本一致。

从主要渠道看，货物贸易保持较
高规模资金净流入，近期外资来华投
资呈现积极向好态势。货物贸易继续
发挥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基本盘作
用，2023 年 12 月货物贸易项下跨境
资金净流入规模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12%和 37%。外资投资中国市场和配

置人民币资产意愿稳步提升，近几个
月外资持续净增持境内债券，11 月
净增持规模为历史次高值，12 月进
一步净增持245亿美元，继续处于近
两年高位；12 月外商直接投资资本
金净流入明显增加，净流入规模超百
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未来中国外汇市场
保持稳健运行具有坚实基础。中国不
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随
着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发力显效，发展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外汇市场稳定运
行的内部基础更加坚实。同时，中国
国际收支结构稳健，外汇市场韧性增
强，参与主体更趋成熟，可以更好抵
御和应对外部冲击风险。此外，市场
普遍预计 2024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将
开启降息周期，外部金融环境趋于缓
和，也有助于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更加
均衡。

中国外汇市场运行稳中向好
2023年外汇储备全年稳定在3.1万亿美元以上

出口量连上百万级台阶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
出口国”，近期，中国汽车产业吸引不
少外媒的关注。他们认为，这标志着全
球汽车产业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中国汽车出口表现越来越
亮眼。2021年、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
量连续迈上 200 万辆、300 万辆台阶。
2023年更是跨越了两个百万级台阶，
出口522.1万辆，同比增加57.4%。

“我国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
碳转型升级，新能源汽车出口为产业
增添鲜明亮色。”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当
前，中国每出口 3辆汽车就有 1辆是
电动载人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全年出
口 177.3 万辆，增加 67.1%，为全球绿
色低碳转型作出贡献。

伴随整车出口提速，产业链也在
加速“出海”。数据显示，近几年动力电
池、电机等汽车核心零部件出口份额
快速增长。

“这充分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大国
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中汽协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认为，近年来汽车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标
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向电动化、智能
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得到
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可，这加速了全球
汽车产业变革进程。

“我国汽车产业坚持不懈开展科
技创新，构建完整产业链供应链，汽
车产销量屡创新高，相应出口规模也
在逐步扩大。”吕大良说，展望未来，
中国的汽车产业仍然具有很强的综合
竞争优势，能持续提供更多更好的创
新产品，满足全球消费者需要。

汽车产销15年全球第一

出口增长背后，是汽车产业的持
续发展壮大。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
汽 车 产 销 累 计 完 成 3016.1 万 辆 和
3009.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6%和
12%，产销量创新高，实现两位数较快
增长。

据了解，2009 年中国汽车产销
量首次双双突破 1000 万辆大关，成
为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至今连续
15年保持这个地位。

2023 年产销均首超 3000 万辆，

与国家政策拉动密切相关。2023 年
初，汽车消费恢复相对较慢，从二季
度开始，在国家及地方政策推动下，
加上一些地区购车促销活动等措施延
续，市场需求逐步释放，“金九银十”
效应重新显现，11 月以来，市场延
续良好发展态势。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
2023 年汽车产销总体呈现前低后高
的发展态势，在年底达到高点，12

月销量超315万辆，创下新高。而全
年产销双双突破 3000 万辆，这是一
个新的历史纪录，从全球看，还没有
哪个市场能达到这个规模。

具体看，乘用车市场延续良好
增长态势，为稳住汽车消费基本盘发
挥重要作用；商用车市场企稳回升，
产销回归 400万辆；新能源汽车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产销突破 900 万辆，
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
力量。

新能源汽车占有率超30%

2023 年第四季度，中国汽车品
牌比亚迪纯电动乘用车的销量首次超
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
销售商。随着一家家新能源车企不断
创下新成绩，新能源汽车也成为汽车
产业的突出亮点。

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持
产销两旺势头，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
一。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
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35.8%和 37.9%，市场占有率达到
31.6%，高于上年同期5.9个百分点。

而仅仅在 2017 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的产销量均不到 80 万辆。“这反
映了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与智能化产
品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付炳锋
说，同时也凸显出中国的汽车制造
水平持续提升，在全球已经位列领
先阵营。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认为，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有大量创新
型企业和传统汽车企业进行创新和竞
争，这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产品和
选择，也推动了行业发展，让产品越
做越好，呈正向发展趋势。

展望 2024 年，中汽协方面表示，
宏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有助于汽车
行业的稳定增长。相信随着国家促消
费、稳增长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促进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政策
的实施，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消
费潜能。预计 2024 年，中国汽车市
场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023年出口超520万辆，同比增长57.4%——

中国汽车出口有望跃升全球第一
本报记者 李 婕

财
经
财
经

522.1万辆——日前，海关总署公
布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这一数字
较上一年同比增长57.4%。同时，包括电
动载人汽车在内的“新三样”出口首次
突破万亿元大关，为中国出口增添强劲
动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

汽协”）日前发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
国。支撑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是中
国汽车产业持续推进的科技创新，屡
创新高的产销量是全球市场与消费者
的认可。

1月15日，中国车企比亚迪首艘汽车运输船“比亚迪开拓者1号”正式投
入运营，搭载着分别从烟台和深圳上船的 5449 台新能源汽车，从深圳驶往
欧洲。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位于浙江省湖州
市德清县禹越镇的浙
江杭冠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致力于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产业，正开
足马力生产，满足海
内外市场需求。图为
该企业员工在组装变
速箱。

王树成摄
（人民视觉）

1 月 15 日，在江
苏省南京市江北新金
融中心一期项目施工
现场，承建方中建三
局运用“空中造楼机”
进行项目封顶前的最
后一次顶升作业，各
项施工稳步推进。该
项目建造采用智能集
成“空中造楼机”，提
高了高层建筑施工的
机械化、智能化及绿
色施工水平，让“高空
作业”变为“室内施
工”，施工效能提升约
20%。图为该项目施
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江西省丰城市大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在劳动力相对集中的乡村
开办微工厂，提供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图为村
民在丰城市小港镇路东村一家服装企业赶工。 王 堃摄 （人民视觉）

随着春节临近，重庆各地迎春灯饰纷纷点亮。2024年重庆中心城
区迎春灯饰以“瑞龙禧市 巴渝迎春”为主题，实施范围为中心城区主要
道路、重点商圈、居住小区等。图为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熙街的迎春
灯饰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月 15日电 （记者
王俊岭） 记者从北京证券交易所获
悉，1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

（企业）债券市场正式开市。
开市首日，北交所公司（企业）

债券市场共上市3只企业债券，发
行人分别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合计24.8
亿元。

目前，北交所已初步形成包括
国债、地方政府债、公司（企业）债，
以及科创债、绿色债等10个专项品
种在内的基础债券产品体系。

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周贵
华介绍，北交所已受理 39 单公司

（企业）债券项目，拟注册金额697.9
亿元，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乡村全
面振兴、农业现代化、医药产业创
新等国家战略支持的领域。此外，
北交所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达到
5.03万亿元，其中国债发行规模已
占全市场发行量的三成。

证监会表示，将会同有关各方
大力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债券
市场建设，加强交易所债券市场监
管和风险防控，深化债券市场功能，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南宁1月 15日电 （记者
张云河） 记者 15 日从南宁海关获
悉 ，2023 年 ，广 西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6936.5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
出口 3639.5 亿元，增长 1.5%；进口
3297 亿元，增长 14.6%。2023 年，广
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增
长22.8%。

去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全面生效，企业享惠
的 实 际 效 果 持 续 释 放 ，广 西 与
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规模有力
攀升，全年进出口3905.1亿元，增长
23.7%，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56.3%，占据了广西外贸的半壁江
山。与此同时，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
成效显著，广西对其他金砖4国、非

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4.4%、
27.2%、12.9%。

总的来看，去年广西外贸运行
量质齐升，进出口规模稳中有增、发
展质量优中有升。2023 年，广西有
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4875家，数量
同比增加 10.3%。其中，以中小微企
业为主、活力十足的民营企业不断
扩容，企业数量增加 11.2%，达 4432
家。作为外贸主力军，民营企业贡献
了广西 60%以上的进出口值，拉动
广西外贸增长4.7个百分点。

同时，广西外贸经营主体积
极抓订单、拓市场，对 RCEP 其他
成员国、非洲、拉美开展进出口业
务 的 企 业 数 量 分 别 增 加 10.7% 、
8.7%、5.4%。

本报成都1月 16日电 （记者
王明峰）据成都海关统计，2023年，
四川进口锂矿砂 378.9 亿元，增长
63%，进口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

随着中国锂电池等“新三样”产
业蓬勃发展，四川加强上下游产业
布局，在基础锂盐、电极材料方面的
生产规模居全国前列。进口的锂辉
石精矿，锂含量在 5.0%—6.0%之
间，经过煅烧、酸化制成氢氧化
锂。氢氧化锂作为锂电池的正极原
材料，主要配套下游的新能源汽
车，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作为氢氧化锂龙头生产企业，

四川雅化锂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年需
从澳大利亚、巴西等进口大量锂辉
石，2023 年进口额 32.6 亿元，创
历史新高。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开展
锂辉石进口业务，促进锂电池行业
高质量发展，成都海关主动指导企
业适用最契合的惠企政策。

除锂辉石外，碳酸锂也是四川
锂电企业进口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四川是锂电产业大省，2023年我们
收集到企业反映的进口碳酸锂成本
较高的问题。自2024年1月1日起进
口碳酸锂暂定税率从 2%降为 0。”
成都海关关税处处长易欢芝介绍。

本报拉萨1月 15日电 （记者
袁泉）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经济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3 年，
西藏着力优存量、扩增量、换动
能、提质效，推动经济和信息化高
质量发展迈出稳健步伐，预计全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0%以上，规模以上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近 40%，数字经
济增加值同比增长15%以上，园区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0%以上，绿
色工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5.4%，高新数字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36%。

北交所公司（企业）债券市场正式开市

去年广西外贸发展质量优中有升

四川锂矿砂进口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

西藏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增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