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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唐颖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已经成

为日常生活消费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其中，数字人民币也逐渐进入到

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经过多年的

试点，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

展至 17个省市的 26个试点地区。作

为首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苏州的

探索走在前沿。近日，证券时报记者

走访苏州多个数字人民币落地场景，

从个人日常消费出行到企业缴纳税

费、租金，数字人民币正在深入大众生

活的各个角落。

日常消费出行
全场景覆盖

“晚上手机忘记充电，还好办理了

数字人民币 SIM卡（手机用户识别卡）

硬钱包，手机没电也能刷手机坐地铁，

不然上班就要迟到了。”在苏州地铁 2
号线骑河站，苏州市民袁先生对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

骑河站是当地的数字人民币应用

示范车站，走进站内，多台自助购票机

摆放在显眼位置。不同于其他购票

机，这些自助购票机的支付页面上，有

三种支付方式可供乘客选择，其中就

包括数字人民币支付。除了传统的购

票方式以外，如果拥有数字人民币SIM
卡硬钱包，还可以在手机无网无电的

状态下“碰一碰”轻松过闸机。

苏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清分

票务部副总经理吴超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SIM卡硬钱包是将数字人民币软

钱包关联至电信运营商发行的超级

SIM卡，使得 SIM卡具备数字人民币支

付功能。2023年 9月 27日，苏州地铁

实现了全线可以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直接过闸机的功能。目前全市已开通

的 6条地铁线路所有站点均支持使用

数字人民币 SIM卡硬钱包进行无网无

电支付，此外还支持卡式硬钱包进行

支付。

苏州电信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地

铁和公交车等公共出行高频场景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SIM卡硬钱包在地铁

场景的成功落地，解决了用户在手机

无电关机且未随身携带现金情况下无

法支付的痛点，为用户提供了更加普

惠适用、便捷高效的支付体验。

收入、支出数字人民币
一卡通形成闭环

“目前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已从

个人消费场景延展到薪资发放、普惠

贷款、绿色金融等对公企业服务，以及

财税、公用事业、电子政务、助农扶贫

等政务服务场景中，为国家战略实施

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

撑。”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

所长狄刚表示。

苏州作为第一批数字人民币试点

城市，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在数字人民

币拓面增量、首发首创应用场景、推进

产业生态圈建设方面卓有成效。证券

时报记者在苏州首个数字人民币试点

示范产业园黄桥未来工场发现，园区内

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从发工资到各类消费开支都可以通过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一卡通来完成。

苏州市相城区数字金融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冯晓明向证券时报记者介

绍，黄桥未来工场作为苏州首个数字

人民币试点示范产业园具有三大特

色：一是通过“相城”特色主题数字人

民币硬钱包强大的集成性，将门禁、梯

控、消费、工资发放等功能融合，实现

了园区内一卡通用；二是数字人民币

特色金融服务，入驻企业通过数字人

民币缴纳房租等可以享受一定的优

惠，同时使用数字人民币还可以进行

参与数币积分活动；三是产业园内布

设了充电桩、摩伞等带有智能合约预

付费功能的设备，员工既可以享受预

充值带来的便捷，实现自动扣款，又提

高了资金的监管和安全。

目前，黄桥未来工场数字人民币

硬钱包发放已实现园区内全覆盖；企

业也都开设数字人民币对公账户，实

现部分工资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

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水费、电费

以及房租等。根据数字人民币使用情

况，金融机构也为关联企业提供特色

化金融产品。

“园区的门禁和梯控等功能都叠加

到硬钱包了，现在我每个月都会把一部

分工资直接发到数币钱包中，使用比较

方便，在产业园内真正实现了硬钱包在

园区的闭环使用了。”国泰中耀产业园

开发（苏州）有限公司负责人称。

满足企业、个人多元化
缴纳税费需求

在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

税务局，证券时报记者发现，使用数

字人民币办理涉税业务的企业也越

来越多。

“我们公司从 2023年 1月起，就开

始用数字人民币纳税缴费了。这是当

年在办理涉税业务上最让我惊喜的一

项举措。”苏州高铁新城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会计芮洁琼表示，数字人民币具

有实时到账、低手续费等优势，可作为

一种新型税费支付方式，满足企业、个

人多元化缴纳税费的需求。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税务

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忠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目前，相城区税务局已经实现

了全税费种、全场景、全场所的数字人

民币全面应用。截至 2023年年底，累

计共有近2万户次纳税人、缴费人使用

数字人民币纳税缴费近200亿元。

陈忠表示，数字人民币具有实时

到账、低手续费等优势，可作为一种新

型的税费支付方式，一方面可以更好

地配合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可以满足纳税人、缴费人个性化需求。

提及使用数字人民币账户进行纳

税缴费和传统账户的区别时，芮洁琼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对会计来说，对

账更方便了，企业只需要先开通数字

人民币钱包，用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

订银税三方划缴协议后，即可直接申

报交纳税费，整个程序非常简单，省时

省力，体验感很好。另外，从前企业开

多个账户，银行都会收手续费，现在统

一到数字人民币钱包后，企业的账户

管理成本也会降低。

数字人民币试点的苏州样本：

满足个人和企业多元化需求
落地场景渐丰盈

证券时报记者 李想

在香港繁华商圈中，一股新的潮流

正在兴起。来自内地的餐饮连锁店正

在迅速扩张，成为香港核心商业区的

新面貌。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实探香

港核心商区尖沙咀、铜锣湾、旺角等一

带街区，从新式茶饮茶救星球、蜜雪冰

城等，到主食类农耕记、姚姚酸菜鱼再

到夜宵木屋烧烤、西塔老太太烧烤等，

这些内地连锁品牌均不约而同南下香

港开店。

与此同时，香港投资推广署也在不

遗余力招揽内地餐饮品牌赴港开店。据

悉，“太二”将在今年斥巨资在港开设4家

分店。香港餐饮管理协会会长杨位醒表

示，通关一年多来，内地餐饮品牌不约而

同赴港“开荒”，除了看好香港市场，更是

希望通过香港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进

而进军海外市场。

戴德梁行执行董事邓淑贤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随着港人北上到内地城市消

费成风，内地零售商和餐饮品牌对来港

布局的信心有所增加，并抓紧机会在租

金具有吸引力时落户香港，香港核心街

区商铺空置率将会进一步降低。

内地餐饮连锁店
布局香港核心商圈

2023年通关后，港人北上广东消费

成为新趋势。随后，一些知名餐饮品牌

连锁店纷纷开始在2023年下半年进军

香港。

1月10日，证券时报记者实探香港核

心商区尖沙咀一带，内地知名烧烤连锁

店西塔老太太位于尖沙咀科学馆道新文

华中心，该店一名大堂经理告诉记者：“我

们去年8月份营业，刚开业那会儿生意非

常火爆，经常营业到半夜十二点左右，香

港这边餐饮店一般最多十点半就打烊了。

像我们主打夜宵的烧烤店，在香港其实

并不太多，人均消费大概在300港元，比

内地要贵一倍左右，但是这里租金也非

常贵，是内地一线城市门店租金的三倍

以上。”

另据记者了解，深圳起家的烧烤店

木屋烧烤承租旺角弥敦道601号创新广

场地下A铺，建筑面积约2583平方英尺

（约230平方米），月租大概27万港元，每

平方英尺租金约104港元。而该铺2013
年曾由喜运佳钟表以每月70万港元承租，

最新租金较高位大幅下调61.4%。此外，

木屋烧烤还计划租下石塘咀德辅道西402
及404号石塘坊地下高层铺，建筑面积约

3448平方英尺（约310平方米），月租约12
万港元，每平方英尺租金约35港元。

主打湘菜系列的农耕记于2023年

9月正式在佐敦新宝广场6楼开业，铺面

约5500平方英尺（约500平方米），装修

风格延续内地门店的“乡村怀旧风”，但

只要打开菜单，就会发现香港和深圳店

铺最大的不同。湖蝶鱼在香港的售价为

128港元（约117元人民币），而在深圳价

格是65元；鲍鱼辣椒炒肉需要158港元

（约145元人民币），在深圳仅售68元。

除土芹菜炒黄牛肉、擂辣椒皮蛋、剁椒蒸

鱼头等经典湘菜外，农耕记为不能吃辣

的香港市场特别增加了一些菜品，比如

蒜蓉粉丝蒸虾仁、白汤鱼豆腐、肉末红薯

粉、西红柿娃娃菜煮鸡蛋等。高端菜品

中，则有售价299港元（约275元人民币）

的鲍鱼煨土鸡和399港元（约367元人民

币）的红烧老甲鱼。

该店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价

格虽贵但相较于粤菜、日料、西餐来说，

人均消费价格只能算中等水平，北上消

费趋势让部分港人逐渐习惯内地饮食文

化和餐饮品牌，来店消费的也是港人居

多，总体来说生意还可以。”

香港投资推广署最新公布信息，将

协助九毛九旗下品牌“太二”在香港开设

4家门店，并形容“太二”巨资落户香港反

映饮食业蓬勃景气。

而茶饮赛道各方企业你方唱罢我登

场，涌现诸如瑞幸、喜茶、奈雪的茶等一

众品牌，蜜雪冰城也于2023年12月在香

港旺角开出首店，记者现场看到蜜雪冰

城门店吸引大群人排队，比所有同类茶

饮都便宜的低价，是蜜雪冰城的核心武

器。5港元的雪糕、9港元的手摇柠檬茶，

所有单品都在20港元以下，这种定价在

香港几乎难觅对手。

记者在实地探访过程中发现，旺角

一条豉油街上扎堆开了“茶救星球”“林

香柠”“茉酸奶”等四五家内地茶饮品牌，

而且这些门店几乎都排长龙，颇受市民

欢迎。

赴港“开荒”
进军海外市场

2003年港澳自由行开放，许多内地

品牌餐馆，像谭鱼头、小肥羊、东来顺和

小南国瞄准商机，纷纷南下拓展市场，“试

水”开店。

杨位醒表示，内地餐饮品牌不约而

同赴港“开荒”，除了看好香港市场，更是

希望通过香港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进

而进军海外市场。香港具有国际化的消

费环境和较高的消费水平，消费者对食

品品质和服务有着更高的追求，这为内

地餐饮连锁店提供了展示品牌形象和优

质产品的机会。进军香港不仅可以拓宽

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借助其独特的

区位优势，积累海外运营经验，为后续进

入其他国际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而由香港投资推广署协助落地的内

地品牌“绝味”则是通过香港走向其他

国家的成功案例。“绝味”于2017年8月

在港铁旺角站内开设首间香港分店，现

时在香港已有 47间分店，售卖超过 27
款产品。

但需要关注的是，香港市民北上消

费已成趋势，这会否不利于内地餐饮品

牌来港拓展？杨位醒表示，长远要看消

费者对餐厅的需求，其实就跟本地品牌

一样，如果可以支撑就会继续，如果不

能就会离场。他还指出，内地品牌来港

反映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香港有着背靠

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吸引内地

及国际企业来港试水温，带动本地消费，

是好事。

第一太平戴维斯香港商铺部资深董

事陈泽鸣指出，“通过在香港获得的认可

和声誉，这些品牌能更容易地进入其他

海外市场，尤其是东南亚、欧洲和北美市

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也为品牌

提供了便利的物流和运输支持，促进其

全球扩张。短期预计有更多内地餐饮来

香港开铺，但主要视香港市场作为进入

全球市场的跳板。”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

餐饮行业出海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

挑战背后其实也有更多的品牌红利以及

体系升级的利好。香港的整个餐饮行业

已经步入了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节

点，而内地的整体体系流程和品质方面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核心商铺租金下调
助力餐饮店“南拓”

内地餐饮品牌扎堆赴港有多重考

量，业内人士指出，当下香港铺租具有

较强吸引力，目前是进入的好时机。

而核心街区商铺租金大幅调整后，也

带动零售租赁活动增加，令香港空置

率下降。

近期核心铺位租赁表现向好，据中

原地产中介告诉记者，最积极租铺的类

别，主要是内地餐饮品牌，如铜锣湾罗

素街、波斯富街、旺角弥敦道等，均于近

一个月预租铺位，其中铜锣湾波斯富街

一个很小的店面就已经被内地饮品店

“茶救星球”预租，月租约 10万港元。

这一价格相较高峰期大跌70%~80%，极

具吸引力。

戴德梁行数据显示，租赁活动越见

活跃，使去年第四季度一线街区空置率

进一步回落。铜锣湾空置率按季下调2.7
个百分点至2.6%，与2019年水平相当。

尖沙咀空置率亦跌1.2个百分点至10.7%；

至于中环和旺角则按季持平，分别维持

在8.5%和10.9%水平。因此，在租赁气氛

回暖下，一线街铺租金继续受支持，铜锣

湾、中环、尖沙咀和旺角的租金分别录得

0.2%至1.2%的按季增幅，按年升幅介于

5%至10%。另一方面，各区餐饮租金按

季微升0.5%至1.0%，按年则增长5%至7%
不等。

戴德梁行执行董事邓淑贤表示，随

着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体验式消费，零

售商也开始在实体店为顾客提供更多

元化的零售体验，希望能籍此吸引更

多人流。展望 2024年，预期核心地段

将看到更多零售商特别是国际大型品

牌进行铺面升级整合活动，这将有助

于改善空置率，进而支持租金表现。

另外，随着港人北上到内地城市消费

成风，内地零售商和餐饮品牌对来港

扩张的信心有所增加，并抓紧机会在

租金仍在较吸引水平时落户香港，以

香港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踏脚石。预

测2024年上半年各区街铺租金能维持

2%至 7%的温和增长。

内地与香港融合新范式 餐饮品牌加速南下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1 月 1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4 年春运形势及工作安排有关

情况，并答记者问。据测算，春运

期间（1 月 26 日~3 月 5 日）全国跨

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90亿人次，

或创历史新高。其中，铁路、民航

出 行 人 次 将 分 别 较 2023 年 增 长

37.9%和 44.9%。自驾出行预计将

达到 72亿人次，同样也将创下历史

新高。

2024 年春运是疫情防控转段

后的首个春运。综合运输春运工

作专班副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李扬表示，预计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将创历史新高。“根据

我们预测，40 天内大概有 90 亿人

次出游、探亲、休闲等。”李扬说，

春运出行方式的结构也将发生变

化，预计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客

运出行人次为 18 亿人次，另有 72
亿人次（约为 80%）都将是自驾车

出行。

据 交 通 运 输 部 印 发 的 通 知 ，

2024 年春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

行时段起止时间为 2月 9日（除夕）

00:00 至 2 月 17 日（正月初八）24:
00，共免费 9天。

民航方面，中国民用航空局运

输司司长梁楠介绍，2024年春运，民

航旅客运输量预计将突破8000万人

次，较 2019年增长 9.8%，较 2023年

增长44.9%，有望创历史新高。国内

方面，为满足航空公司做好春运运

力保障，民航局近期实施了 2023/
2024年冬春航季季中航线航班优化

调整，共批复国内航线每周合计增

加了 3198班。国际方面，春运期间

新增了国际定期航班及加班包机安

排超过 2500班，其中大部分航班计

划将于春节假期前后执行。大部分

新增的航班集中于东南亚、日本、韩

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集团客运

部主任黄欣表示，今年春运预计全

国铁路将发送旅客 4.8亿人次，日均

1200万人次。与 2023年春运相比，

将增长37.9%。与2019年春运相比，

将增长 18%。客流将呈现整体高位

运行和节前相对平稳、节后相对集

中的特点。从预售情况看，探亲和

旅游客流增长势头比较明显。为了

应对客流增长，据介绍，国铁集团科

学合理安排运力，推出系列便民利

民惠民举措。

“春运期间物流保通保畅压力

也是比较大的。”李扬说，我们要用

好已经比较成熟的物流保通保畅机

制，保障主体路网物流“大动脉”畅

通，保障城乡末端“微循环”高效畅

通，确保重点物资、民生物资等运行

有序。

春运出行人次或创历史新高

（上接A1版）要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

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

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要

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习近平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

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

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

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

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

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

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习近平最后强调，各级领导干

部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

力，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认

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各项决

策部署，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

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蔡 奇 在 主 持 开 班 式 时 指 出 ，

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

邃、视野宏阔、论述精辟、内涵丰富，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

性、指导性，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

部正确认识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形

势任务，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

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全面增强金融

工作本领和风险应对能力，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深刻理解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

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

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

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

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企

业、高校，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上接A1版）
致辞后，李强就人工智能全球治

理、多边体系等问题回答了施瓦布的

提问，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普惠包

容，以“善治”促“善智”，引导人工智能

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

展；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基于以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中国自己不搞“毁约退群”，也

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始终是

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力量。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新加

坡总统尚达曼、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加纳总统阿库

福-阿多、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以及来自

各国的政要、工商、学术、媒体等各

界代表约1500人出席上述活动。

中国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
提供强大动力

（上接A1版）
今年债市面临的外部环境会较

去年更为“友好”，预计过去两个月

外资“高流量”增配境内债券的势头

在接下来数月仍会持续。除了短期

的市场变化因素外，境内债券对外

资的吸引力更多取决于长期的政策

因素。近几年，我国在便利外资投资

债市的渠道开放方面做了诸多改

进。随着境外投资者持债规模扩大，

其利用衍生品管理利率风险的需求

随之增加。提升外资参与债市便利

度的改革一直在路上，相信未来外

资在利用衍生品管理债券投资风险

的工具会逐渐完善，更多便利化政

策将支持境外投资者更深更广参与

金融市场投融资交易，推进构建高

水平金融开放新格局。

外资增持境内债券
向好态势有望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