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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5日发布，为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勾勒蓝图。

总体方案明确，合作区实施范围
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海
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106平方公
里。其中，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

间设为“一线”；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设为“二线”。

新形势下做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开发开放，是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举措，是丰富“一
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是为澳门长远
发展注入的重要动力，有利于推动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总体方案明确，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的战略定位是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
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
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新高地。

根据总体方案，到2035年，“一国
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全面彰

显，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大
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
效运转，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
加完善，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的目标基本实现。

方案包括6个部分29条内容。第
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了发展基
础、指导思想、合作区范围、战略定位

和发展目标。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
聚焦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
新产业、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
的新家园、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
开放的新体系、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
管共享的新体制，提出一系列具体务
实的举措。第六部分明确了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保障措施。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邢 萌

日前，六大国有银行在2021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展示的最
新数字人民币产品及应用，引来不少
观众驻足体验。

数字人民币是国有银行布局金
融科技的一大亮点。银行半年报也
对这部分内容着墨不少：建设银行累
计开户数字钱包超800万个，交易金
额约189亿元；工商银行与46家商业
银行签署合作协议，打造全场景生态
体系；邮储银行增设数字人民币部总
行一级部门。

以数字人民币为代表的金融科技
创新正在深刻地改变金融业的生态和

服务模式，成为商业银行转型变革，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金融科技
蕴含着巨大能量，用得好能助力银行高
质量发展，用不好易传导金融风险。如
何掌控这把“双刃剑”，笔者认为，商业
银行需在金融科技路径选择、服务场
景、应用程度上多做思考和探索。

在金融科技路径选择上，商业银
行要做到创新与可靠性的平衡。金融
科技创新并非一定要用最新、最热的
技术应用，不可控的技术反而更易带
来风险隐患。尤其对传统商业银行而
言，对比于“破坏式创新”，相对成熟可
靠的技术应用更为可取。商业银行应
秉承开放的态度，对于金融科技要大
胆研究、小心求证、审慎应用。商业银

行要密切追踪、探索、研究各类新兴热
门技术，在保障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
与安全性基础上，慎重地选择符合现
阶段需求的技术路径。

在金融科技服务场景上，商业银
行要做到创新与普惠性的平衡。金
融科技具有显著的普惠性，可以有效
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及可得性，能够
将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到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在传统
的金融模式下，商业银行仅靠“人海
战术”难以实现普惠金融服务成本、
收益与风险的平衡。金融科技的出
现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通过对数据
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将数据优势
转化为业务优势。对于“缺信息、缺

信用、缺抵押”的小微客群，融资难、
融资贵有了解决方案，金融科技也将
普惠金融从理想变为现实。

在金融科技应用程度上，商业银
行要做到创新与风险的平衡。商业
银行对技术的运用程度越深，所面临
的技术风险也就越大。技术的广泛
使用放大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防范金融风险
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商业银行要做到金融科技创新与
风险平衡，应重点关注数据滥用、数据
泄露等带来的风险。银行业是数据密
集型行业，几乎每笔业务都体现为数据
的交换。商业银行应该严格遵循《数据
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续加

强数据安全治理，强化数据开发利用管
理机制，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新形势下，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
也在增强。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科技
的监管与创新并不相悖。随着金融
业务边界逐渐模糊，金融科技监管也
应逐渐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加大对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
险的甄别与防范，为金融科技创新

“精准排雷”。严管即厚爱，脱离监管
的创新难以持续，只有将金融科技纳
入监管框架中，才能使创新的生命力
更为坚韧与持久。

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创新需立足“三个平衡”

本报记者 昌校宇

新三板精选层企业2021年上半
年完美收官。截至8月30日，66家精
选层企业全部披露2021年半年报：实
现营业收入共计261.55亿元，平均营
业收入3.96亿元，同比增长34.61%；
归属于挂牌公司净利润（以下简称

“净利润”）共计29.87亿元，平均净利
润4525.46万元，同比增长37.28%。

上半年，精选层公司聚焦主业，
持续提质增效，发挥专精特新优势，
深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保持了
整体业绩高增长态势，在促进国民
经济复苏和服务“六稳”“六保”大局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收入情况看，上半年，66家精
选层公司中，超八成公司收入同比
增长，其中13家增幅超过50%，3家
增幅超过100%；12家公司收入同比
下降，2家降幅超过30%。从盈利情
况看，上半年，61家公司实现盈利，
盈利面为92.42%。超七成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长，其中15家增幅超过
50%，5家公司增幅超过100%。19
家净利润同比下滑，其中10家降幅
超过30%，5家发生亏损。

具体来看，受益于新能源汽车

销量大增、电池材料市场需求向上，
新能源电池相关公司表现尤为亮
眼。供应电池正负极材料的贝特瑞
营业收入增长168.83%，净利润增长
232.45%；生产新能源电池的长虹能
源营业收入增长81.42%，净利润增
长98.34%。

在碳中和、碳达峰相关政策利
好下，光伏、风电高景气度带动需求
量。生产光伏及半导体行业晶体硅
的连城数控上半年承接订单继续维
持高增长，营业收入增长67.71%，净
利润增长62.95%；风电材料的上游
原材料——碳纤维原丝行业龙头吉
林碳谷批量出货盈利大增，净利润
增长193.69%。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顺周期行
业景气度上升。受益于家电消费增
长，生产金属外观复合材料的拾比
佰净利润增长232.45%；受益基建智
能化新风向，深耕隧道施工智能装
备领域的五新隧装营业收入增长
142.72%，净利润增长128.44%。

高端装备等科技创新特征明显
的行业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5G
新基建配套射频连接器核心供应商
及重点防务配套企业富士达净利润
增长达到113.78%；专注于电子测量

仪 器 的 同 惠 电 子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70.49%，净利润增长90.44%。

此外，66家精选层公司持续增
加研发投入，报告期的研发费用为

11.70亿元，同比增长52.18%；平均
研发强度4.47%，高于全社会研发强
度2.07个百分点。

交易活跃度逐渐提升也是精选

层企业高成长的亮点之一。今年以
来日均成交额2.43亿元，特别是6月
份以来，转板上市预期逐步明确，精
选层日均成交增至4.03亿元。

66家新三板精选层企业半年报“晒实力”：
逾九成实现盈利 助力国民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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