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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外发布；3月29日，“十四
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公布；3月24日，氢能产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出炉……不管
是石化化工行业的“降油增化”战略，中医药的
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还是氢能产业的因地制
宜突破瓶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无不集中
在加强研发攻克核心技术上。

研发水平直接决定企业技术“护城河”的
深浅，唯有注重研发，才有可能在攻关过程中
形成技术积累，并利用研发成果不断强化自身
品牌影响力。在这场科技研发实力“突围战”
中，上市公司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工作落实，
通过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大科研资金投入，
实现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高，
进一步夯实竞争力。

透过陆续亮相的2021年年报可以窥见上
市公司研发方面的积极变化。

首先，上市公司研发团队持续壮大。
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的支持，研发团队的

扩容为公司未来成长筑牢基础。截至4月7日，
已经有1315家A股公司披露2021年年报，披露研
发人员数量的上市公司有1148家，研发人员合
计106.7万人，平均每家公司有929名研发人员，
可与去年进行对比的有1087家公司，其研发人
员数量同比增长一成。可见上市公司为强化关
键技术能力，在引入人才上下了功夫。

除了研发团队的扩容，上市公司也可通过
产学研融合方式，深化校企合作，充分发挥企
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
重要主体作用。

其次，上市公司加大科研资金投入。
科研资金投入数据能直观反映上市公司

重视研发的程度。已披露2021年年报的上市
公司中，有1170家公布了研发费用数据，可与
去年进行对比的有1153家公司，其研发费用同
比增长25.45%，有近九成的公司这一数据实现
增长。一股前所未有的研发潮正席卷各产业
上市公司。

不过，上市公司应摒弃“唯大钱才能办大
事”的思维，除了直接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上
市公司还可以通过集群式发展，借助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研发优势让自身有限的研发投入
发挥出更大成效；还可通过兼并收购增加研发
管线，拓宽业务，实现高效成果转化。

再次，上市公司专利技术价值不断增加。
已披露2021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549家

披露了“无形资产账面原值—专利技术”数据，
平均每家公司专利技术价值为0.88亿元；而在
2020年，披露了此项数据的1972家公司中，平
均专利技术价值为0.64亿元。

不断扩容的研发团队，不断攀升的研发投
入，不断增加的专利技术价值，合力吹响了上
市公司比拼科技研发实力的号角。笔者也欣
喜地看到，随着加强研发和创新，已经有越来
越多企业打破技术壁垒，掌握核心技术，并走
出国门与国际一流企业进行市场竞争。

总之，自主创新是品牌的灵魂，技术“护城河”
是企业长期核心竞争力，上市公司唯有脚踏实地
加强研发，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加强研发筑牢“护城河”方能赢得未来

本报记者 刘 琪

4月 7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消息，近
日人民银行召开 2022年研究工作电视会议。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
次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
2022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要求，总结 2021年
人民银行研究系统工作，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

势，部署2022年重点研究任务。
会议认为，2021年人民银行研究系统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行党委工作
要求，坚持和弘扬“研究立行”的工作理念和优良
传统，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
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及全行中心工作，扎实开
展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和转
型金融、区域金融改革、普惠金融、“十四五”金融
发展规划编制等重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会议指出，2022年人民银行研究系统要充分
认识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对研究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和新挑战，勇挑重担，积极作为。要以服务稳
增长和防风险为重点，强化重大基础性、前瞻性问
题研究。要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继续深
化转型金融研究，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
序有效衔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要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科创金融的融合发展，切实推动改革政策落地落

实，不断深化区域金融改革各项工作。要以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契机，充分认识红色金
融史对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运用科学规范
的方法，加强红色金融史的系统性研究。

会议要求，研究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不断改进文风、学风、作风，大力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持续强化上下、内外联动，全面提升
科学履职的能力和水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央行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部署2022年重点研究任务

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序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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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萌

2022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新西兰政府关于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以下简
称《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

据悉，《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于
2008年4月7日签署，同年10月1日实施。实施
以来，双边贸易实现快速增长，中方已连续多
年保持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
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新双方于2016
年11月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于2021年1
月26日签署《升级议定书》。《升级议定书》进
一步扩大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开放，
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等规则水平，还新增
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与贸易
等4个章节，更加符合现代经济与贸易发展的
需要。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
院长肖本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升级议
定书》主要有两方面变化：一是范围更广，涉及
更多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如我
国承诺将对自新西兰进口的12个税目木材和
纸制品在10年内逐步取消关税；二是标准更
高，《升级议定书》对标RCEP、CPTPP等国际高
标准经贸规则，加强了边境后规则合作等。

“为适应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经
贸规则变化的要求，《升级议定书》在多个领域
升级相关规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货物贸易领域继续提高关税减让
水平；服务贸易拓展航空、海运、建筑等领域开
放；投资领域放宽审查门槛，使其与CPTPP规
则看齐；同时，增加环境保护的章节和农业科
技合作的内容。

“《升级议定书》将为两国进一步深化贸易
投资往来，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供有力支
撑。”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如是说。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介绍，我国已经跟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
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覆盖了亚洲、大洋洲、拉
丁美洲、欧洲和非洲，和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
整个贸易额35%左右。

“我国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
网络，不仅有利于扩大贸易规模、开辟经贸合
作新空间，给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也有利
于推动服务业开放和吸收外资，以开放促改
革，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形成更加透
明、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刘向东说。

肖本华表示，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
贸区网络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两方面积极
影响：一是促进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国
际贸易的稳定增长；二是促进我国外贸转型
升级，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

刘向东认为，我国加快形成立足周边、
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
网络，首先，要推动规则标准管理等制度开
放，主动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新规则
议题谈判。其次，要在数字经济、环境保护、
农业科技等更广泛领域主动对标国际高标
准经贸规则，积极借鉴已有自贸协定文本，
从“扩围、提质、增效”三个方面发力。最后，
推动智库开展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的可行
性研究，共同举行专题研讨会、经济论坛等
交流活动。

今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全
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正式落
地。去年我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
同时，商务部还在继续推进与海合会、厄瓜多
尔、以色列、挪威以及中日韩等自贸协定谈判，
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自贸协定
升级。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

进一步扩大货物、服务、投资
等领域市场开放

本报记者 王思文

“还没正式发的时候，就有很多投资者来
问，这是今年新基金中最火爆的一只产品，昨
天上午甚至一度出现系统拥挤的现象。”一位
渠道人士对记者称。

毫无悬念，2022年首单公募REITs当日开
售即超募。《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4月7日，今
年首单公募REITs产品华夏中国交建REIT
（以下简称“中交REIT”）正式面向公众投资
者发售，这次发售与前期网下发售一样火
爆。据渠道方面知情人士透露，中交REIT公
众投资者认购规模已超844亿元，在今年公募
新基金发行遇冷的前提下，此单产品远超前
期预计的募集规模，在发售首日即受到资金
火热追捧。

根据基金发售公告，中交REIT面向公众
投资者开售的份额为0.75亿份，按照基金认
购价格，募集规模为7.049亿元。参照前述认
购规模，中交REIT最终配售比例或低于
0.84%。据悉，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将在今

天发布，具体认购规模及最终配售比例以公
告为准。

热度符合市场预期
最终配售比例或低于0.84%

中交REIT留给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初始
基金份额并不多，基金份额总额为10亿份，认
购价格为9.399元/份，预计募集总规模为
93.99亿元，不含认购费用和认购资金在募集
期产生的利息。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售份
额为7.5亿份，网下初始发售份额为1.75亿份，
公众初始发售份额为0.75亿份，为此次发售
总量的7.5%。也就是说，该产品面向公众发
售的规模仅为7.05亿元。

与市场预测的热度相同，《证券日报》记
者从多个渠道处获悉，4月7日上午11时10分，
中交REIT公众投资者认购规模突破100亿
元，已经超过募集总规模；此后认购规模继续
增加，昨日12时，全市场募集规模已超过240
亿元；下午14时15分超过400亿元；而截至23

时50分，记从渠道相关人士处获悉，中交REIT
全市场募集规模已达844亿元。

博时蛇口产园REIT基金经理胡海滨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REITs产
品从长期来看价格一定是围绕内在价值，但
目前我国REITs市场仍在试点阶段，推出的
项目较少，流通份额也不大，因此市场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现象。未来随着投资人和发行人
对REITs市场更加熟悉和理性，各类基础资
产类别持续有项目推出，已发行的项目通过
持续扩募提供更多的流通份额，公募REITs
市场的配置价值将更加凸显。”

网下认购倍数惊人
二级市场溢价较高

事实上，中交REIT在网下认购阶段，就
已展现出惊人的“吸金能力”。

3月30日，中交REIT公布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产品相关询价结果同时公布，机构网下
询价有效认购倍数达38倍。 （下转A2版）

今年首单公募REITs全市场认购超844亿元
预计最终配售比例或低于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