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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戴小河）中国海油13日宣布，我国首
口自主设计实施的超深大位移井——
恩平21-4油田A1H井在珠江口盆地
海域顺利投产，测试日产原油超 700
吨。该井钻井深度9508米，水平位移
8689米，成为我国海上第一深井，同时
创下我国钻井水平长度纪录，标志着
我国成功攻克万米级大位移井的技术
瓶颈，海上超远超深钻井技术跨入世
界前列。

该超深井开发的恩平21-4油田位
于深圳西南方约200公里的海域，平均
水深约 86米，属于小型砂岩边际油
田。如果采用传统模式开采，需新建
海上生产平台或水下井口等设施，投
入大且工期长。中国海油利用8公里
外的恩平20-5无人平台，实施超深大
位移井，可以高效开发边际油田的油
气资源。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总工程师郭
永宾说，依托现有平台设施，利用大位
移井技术，在地下实现数公里外油藏
的精确制导，突破了海洋边际油田难
以开发的壁垒，成功推动恩平21-4油
田的开发。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深水工程技
术中心总经理张伟国介绍，中国海油
自主研发出环保油基钻井液、连续循
环系统等，在施工过程中通过智能随
钻导向、井下参数实时采集、旋转漂浮
下套管等先进技术，让钻头精准穿越3
个地下断层，带动669根、总重564吨
的高强度钢制套管顺利下入，建立起
稳固的采油通道，作业能力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郭永宾表示，大位移井是高效勘
探开发海洋、山地等复杂地带油气资
源的重要手段，此次恩平 21-4油田
超深大位移井刷新4项全国纪录，形
成 5类 13项技术成果，使用的材料、
装备国产化率达 95%。依托该模式
未来可实现在生产平台 1万米范围
内的油气资源动用，显著提高油气田
开发效益。

我国海上第一深油气井投产

测试日产原油
超700吨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12日说，
2023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14.2%，
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
位。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大背景
下，中国保持了国际市场份额的总体
稳定，显示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当地时间4月10日，世界贸易组
织（WTO）发布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
数据。数据显示，全球货物出口3年来
首次下降。2023年，全球出口总额
23.8万亿美元，下降4.6%，继2021年、
2022年连续两年增长后再次下降。

在此背景下，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14.2%，连续7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23
年，中国进出口5.94万亿美元，其中，
出口 3.38万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
14.2%，与2022年持平，连续15年保持
全球第一；进口2.56万亿美元，国际市
场份额10.6%，较2022年微增，连续15
年保持全球第二。稳定的进出口市场
份额充分表明，依托产供链配套集成
优势和持续创新能力，中国的各类优
质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依托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中国进口也为各国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这位负责人说，2024年中国贸易

表现值得期待。WTO预计，2024年
全球贸易量将增长 2.6%，较 2023年
提高3.8个百分点，2024年一季度贸
易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同
时，WTO也谨慎表示，地缘冲突、保
护主义等带来的不确定性仍在显著
上升，全球贸易仍有下降可能。为应
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商务部正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各
地方、各部门研究储备一系列务实管
用的政策举措。

中国连续7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显示出较强发展韧性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 者

任军）高盛、花旗近日分别发布报告
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预
计中国政府设定的“5%左右”的GDP
增速目标可以实现，并上调对2024年
全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其中，高盛
从4.8%上调至5.0%，花旗从4.6%上调
至5.0%。

高盛研究部宏观经济团队近期发
布的报告表示，今年1至2月中国经济
数据总体好于预期，3月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数据高于市场普遍

预期，同时近期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
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因此高盛重新评
估了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并相应调整了
对中国实际GDP增速的预测。

高盛报告表示，3月份，中国制造
业PMI为50.8%，比上月上升1.7个百
分点，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保
持增长，显示中国经济继续企稳回
升。消费方面，今年清明假期的人均
旅游支出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余向荣在研报中分析认为，年初以来，

中国出口和工业生产明显回暖，3月份
制造业PMI表现令人振奋。近期花旗
已将今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从4.6%
上调至5.0%。

余向荣认为，新一轮稳增长政策
正加快落地。从配套政策看，中国政
府正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前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已完成全年预算的15.3%，支出进
度为近年同期最快；此外，中国政府释
放了更加强烈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
对外开放的信号。

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开局良好

高盛、花旗上调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宋晨）

记者13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全国
在建和已建成运行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数量达71家，分布在全国2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省域覆盖率超90%，
其中四个直辖市均已建有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重庆市开展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未来将
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产业开展知
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
“重庆保护中心的获批建设，进一步

完善了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区域布
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说，建
成投入运行后，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
护“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作用，加快创
新资源集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
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全国在建和已建成运行

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达71家

新华社昆明4月13日电（记者

庄北宁）4月13日，中老铁路国际旅
客列车开行满一周年，已有87个国
家和地区的18.3万余人次出入境旅
客顺畅通关，国际旅客列车“从通到
畅、从畅到快、从快到好”的目标正逐
步实现。

记者从云南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了解到，截至4月13日，该站共查验
国际旅客列车738列次，保障87个国
家和地区18.3万余人次出入境旅客顺
畅通关。在外籍旅客中，老挝、泰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籍旅客出入境人数
排名前列，出入境事由多以观光休闲、
探亲访友和就业商务为主。在中国籍
旅客中，来自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
15.45万余人次旅客优先选择乘坐中
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出游，其中中老
年旅客占50%以上。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通运行
以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之间实现
朝发夕至，早上中国昆明吃米线，下
午老挝万象喝咖啡成为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一年来，中老铁路国际旅客
列车历经2次停靠时间压缩和2次票
额增加，停靠时间由最开始的90分
钟压缩至现在的52分钟，票额数量
由最开始的250张增加至现在的350
张，出入境人数从最初每日300人左
右，增长到700人左右，旅客准点验
放率为100%。
“中老铁路开通之前，从昆明到万

象，走公路的时间太长，我两三个月才
会回来一次，现在乘坐中老铁路，当日
就可以到达，每个星期都要回来一次

或者两次，在生意上也方便了很多。”
在老挝做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中国籍
商人邹文念说。

4月13日当天，中老两国铁路部
门还在中国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
两大著名旅游城市间增开1对国际旅
客列车。
“面对口岸出入境客流量持续增

长和口岸‘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发
展趋势，我们不断创新服务举措。”磨
憨边检站站长王强介绍，例如推出入
境旅游团网上预约通关、24小时无障
碍通关等便民措施，联合铁路、海关等
联检部门探索实施一站式通关服务，
旅客查验时间提升30%，有效确保口岸
顺畅快捷通关。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一周年

运送跨境旅客18.3万余人次

4月13日，在西双版纳站，工作人员欢迎乘坐中国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

邦首发列车的旅客。

新华社记者 王静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