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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月北京新增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数同比降 21%
　　12 月 1 日是第 37 个“世
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
题为“社会共治，终结艾滋，
共享健康”。当天，京津冀高
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知识宣传
辩论赛决赛在北京工业大学举
办。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表示，长期以来，北京市高度
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该项
工作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内
容，不断强化党的领导、部门
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

机制，全面落实防控责任，持
续加强保障力度，不断完善防
治服务体系，防治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
水平并呈持续下降趋势。
　　据介绍，新增现住北京市
艾滋病病例数自 2016 年开始
逐年下降，与 2015 年相比，
2023 年全年新增病例数下降
49%。今年 1月至 10 月，新增
现住北京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及病人 1105 例，较去年同期
减少 21%。

　　目前，北京市现存活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 2.8 万
人。经性传播是北京市艾滋病
主要传播途径，其中以男性同
性性行为传播为主，注射吸毒
传播持续保持在低水平。该中
心提示公众要进一步提高健康
意识和防病技能，树立正确的
性观念，避免高危性行为的发
生。
　　2024 年，京津冀三地联
合开展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治
宣传系列活动，通过空中课堂、

云竞赛、辩论赛、作品征集、
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普及防艾
知识、动员社会参与。京津冀
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知识宣
传辩论赛作为系列活动之一，
已成功举办 6届，得到了三地
高校的充分认可和积极响应，
今年共吸引三地 179 支队伍报
名参加。此外，防艾知识空中
课堂累计观看近 6万人次，云
上竞答 32 万人次参与，共征
集文艺类、设计类、视频类作
品 1400 多个。

　　下一步，北京将在巩固现
有防控成效的基础上，坚持健
康优先发展战略，聚焦艾滋病
性传播为主的特点，突出重点
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
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共治，
共担防艾责任，积极倡导每个
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
念，努力实现终结艾滋的目标，
共建健康中国，共享健康成果。

“一签多行”新措施带动香港本地消费股上涨
　　赴港旅游迎来新政策，广
东省深圳市实施赴香港旅游将
12月 1日起实施“一签多行”
政策，引发香港本地消费股上
涨。
　　当日，香港恒生指数收
报 19423.61 点，涨 56.65
点，大市全日成交额 1335.01
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收报
4353.55 点，涨 45.8 点；国

企指数收报 6946.68 点，涨
22.17 点。
　　板块方面，当日香港本地
消费股上涨明显。中国工商银
行 (亚洲 )证券业务部分析员
叶泽恒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内地当日公布恢复并扩
展深圳居民赴香港旅游“一签
多行”政策，相关措施对香港
零售业、餐饮业及化妆品的销

售较有利，同时亦会带旺商场
人流，有助以商场收租的企业
业务表现。相信这是导致当日
消费股上涨的原因之一。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在其
2024 年度港澳地区旅游市场
预测报告中指出，2024 年中
国内地和港澳旅游市场预计将
有9%至12%的同比增幅。另外，
国家对港澳旅游业的恢复给予

了全力支持，比如此前新增了
10个赴港澳“个人游”城市，
并提高了旅客购物免税额度。
这些政策的实施，加上港澳地
区推出的系列文旅盛事，进一
步激发国际游客和内地游客的
访问热情。
　　另外，开源证券海外市场
团队提到，2024 年的港股市
场交易氛围出现好转。展望

2025 年上半年，有望迎来一
揽子政策相继刺激中国经济基
本面，能够为港股市场提供支
撑，后期宏观景气及企业盈利
回升有望带动更多主动长线资
金回流。

2023年台湾工厂总营收同比减 8.8%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29 日公布，2023 年全台工厂
总营收20.4万亿元(新台币，
下同)，同比减少8.8%。不过，
该营收规模为历史次高。
　　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
和《工商时报》等台湾媒体报
道，该部门分析，去年工厂总
营收减少，受到了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终端市场需求疲弱，
客户去库存，以及 2022 年基
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台
运营中的工厂共 9.22 万家，
同比增长 0.7%；员工总数为
292.1 万人，较 2022 年底减
少 0.9%。
　　按行业观察，去年工厂营

收以电子零组件业 5.67 万亿
元为最高，其次是计算机电子
产品及光学业，营收 1.85 万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营收年减
最多的行业也是电子零组件
业，同比减少 6005 亿元。该
部门指出，由于高利率及通货
膨胀，导致终端电子产品消费

动能减缓，供应链进行库存调
整，对半导体、面板及印制电
路板等产品需求减少。
　　此外，化学材料及肥料业、
金属制品业和基本金属业也分
别年减 4268 亿元、2292 亿元
和 2104 亿元，计算机电子产
品及光学业年增 1082 亿元。
　　据统计，2023 年全台有

8002 家工厂开展研发工作，
投入相关经费共 8558 亿元，
较 2022 年增加 342 亿元。
　　该部门表示，台湾今年前
10 个月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
增长约 10%，可望带动工厂营
收重返正增长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