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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晓璐

12月23日，微导纳米、杰华特等2家公司在
科创板上市，华密新材、雷神科技等2家公司登
陆北交所。至此，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年内
登陆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上市公司已达
337家，在年内新上市公司中占比83%；337家公
司上市募资合计4369.51亿元，占比76.19%。

“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支持科技
自立自强。”近日，中国证监会党委在传达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
施时提出。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更好支持科技自立
自强，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深化注册制改革，

加大对科技创新融资支持，同时大力发展私募
股权市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契合科
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上市公司
逐年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近年来，
资本市场大力发挥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优势，
引导资本向科创领域聚集，企业的创新活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升级的
效率也得到提升。”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邱
亦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12月23日，科

创板、创业板、北交所上市公司家数合计1878
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37.11%。证监会数
据显示，50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超过2500家。

与此同时，近年来，上市公司逐年加大研发投
入力度。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今年前三季
度，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达0.9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不断加大，前三季度研发支出增速分别为32%、
54%、43%，研发强度分别为4.59%、8.68%、4.30%。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据Wind资
讯数据统计，截至今年三季度末，A股公司已经
汇聚超270万名研发人员。其中，科创板已汇
聚超过15万人的研发人才队伍，超六成公司的

创始团队为科研人才。
此外，注册制改革亦打通了创投机构在科技

创新行业“募投管退”的全环节。公开数据显示，
约97%的科创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创投机构投
资。另外，超六成创业板企业、七成北交所企业
在上市前获得了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的投资。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资本市场在支
持科技创新方面举措给力，成效十足。资本市
场通过多个板块帮助科创企业实现上市融资，
也为创投私募基金提供退出机会。在融资支
持之外，资本市场还规范了科创企业发展，通
过股权激励凝聚了科创人才，借助跨期定价实
现发明专利及时资本化。 （下转A2版）

科技自立自强有底气 A股公司已汇聚超270万研发人员

谢若琳

随着产业融合发展加深，数字技术不断升
级，平台企业在促消费、促创新、稳投资、优结构
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
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
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
手。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
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平台经济的底层逻辑是数据驱动、平台支
撑、网络协同，深刻改变着投资、生产、消费和流
通的生态。其中，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起到
了贯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独特
作用。经过20年摸索实践，基于庞大的内需市
场，我国平台经济、平台企业在飞速迭代中完成
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部分平台企业甚至走

到“领跑者”位置。
成绩来之不易，但不可忽视的是，短期疾速

成长难免带来弊端。在飞速发展过程中，资本无
序扩张，巨头垒砌高墙变相垄断，抑制新的市场
主体参与竞争的问题逐渐突显出来。针对这些
问题，从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平的市
场竞争秩序出发，监管部门加快补短板进程，完
善、细化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措施，完善数据安全
管理措施，并依法处置了有关不正当竞争案例。

从今年有关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对平台经济
政策的阐释来看，完善常态化的监管是主旋律，
目的是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使平台经济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积极作用。2022
年3月份，国务院金融委专题会议提出，“通过规
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
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
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2022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平台
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
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
体措施。”2022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
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
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

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发展。随着监管规
则更加完善，平台企业加强规范运作水平。今
年以来，平台算法治理进一步加强，用户隐私保
护规则更加明确，巨头们也脱离“信息孤岛”走
向互联互通，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将促进平台
企业进一步释放创造力，开辟新赛道，塑造新模
式，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效扩大消费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平台企业已经初步完成数据技术积

累，可以进行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为传统行业
数字化转型和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技术支撑，推
动实体经济数字化，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第二，
平台企业具有双边市场性，在为交易双方提供服
务的同时，不断探索更多的消费场景、创新消费
模式、拓展消费维度，进一步推动扩大内需；第
三，平台经济具有强烈的技术敏感性，鼓励平台
企业与传统制造业合作，及时消纳新科技成果，
促进新业态形成，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链
供应链融合发展。

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
固的当下，要充分利用好平台经济优势，加快推
进经济数字化转型，让平台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过程中大显身手。平台企业要抓住发
展机遇，深扎新领域、新赛道，抢占国际科技竞争
制高点，坚持长期主义，规范发展，守正创新引领
未来。

促消费稳投资优结构 平台企业大显身手正当时

本报记者 刘 萌

外贸涉及的行业、企业覆盖面广，往往
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稳外贸是确保经济
平稳运行的关键一环。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38.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8.6%，表明我国外贸顶住多重压力，展
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全球经济
下行和贸易投资动能转弱背景下，我国外贸进
出口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的特
点；同时，与各主要贸易伙伴保持稳定多元化
的经贸关系，有力支撑我国外贸稳定。

政策信号积极释放

受访专家认为，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外
贸政策和措施持续发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具体来看，4月份，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
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在助企纾
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等方
面提出15项措施；5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提出13条
政策措施，助力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9月
份，商务部印发《支持外贸稳定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从保生产保履约、支持优势产品开
拓国际市场、积极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展会抓
订单、进一步促进贸易畅通等方面提出多项
政策措施……

近期，多地商务部门更是组织企业“出海”
拓展业务，进一步释放稳外贸的积极信号。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
2022年我国外贸“出口强进口弱”的特征比较
明显，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力继续处于较
高水平。可以说，今年外贸是继基建投资提速
之外，助力全年稳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此外，从地方层面看，各省也在积极发
挥比较优势稳外贸。例如，山东省提出大力
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江苏省出台“外贸
保稳提质12条”，组织“出海”抢订单等；浙江
省提出加大国际海运物流纾困力度，加强信
保支持等。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得益于稳外贸政策落地见效
以及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今年5月份我国出
口迅速恢复，扭转了4月份的不利局面，并且
5月份、6月份、7月份的出口增速（以美元计
价）均保持15%以上的正增长，抓住外需尚

未滑落的窗口期，拉动全年出口增速。

新业态新模式增添新动能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以跨境电商为代表
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正呈快速增长之势，并
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持续支持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增添外贸发展新动能。9月28
日，商务部等七部门新设8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至此，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达到39
个。11月3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增设29个国家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至此，国家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增至43个。11月24日，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迎来第七次扩围，这
也是年内第二次扩围，至此，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达到165个，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
和山东省等四省实现地级市全覆盖……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据福建省商务厅不
完全统计，今年“双十一”期间，福建省跨境电
商交易规模9.56亿元，同比增长62.7%。青岛
西海岸新区充分发挥青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及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等政策优势，今年“双十一”期间（11天）
保税物流中心申报单量突破120万单，达到
2019年的4倍以上。 （下转A2版）

政策效能持续释放 外贸稳中有进韧性强

年内128只大集合产品
完成改造
............................B1版

动力电池行业用产业链
和规模优势打造“护城河”
............................B2版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日前，北京多家商场发布公告，自12月21日
起，餐饮堂食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2
月23日至25日，记者走访北京市丰台区多个商
圈，客流较两周前明显增加，多家餐饮连锁店门
口甚至出现排队。城市“烟火气”愈发浓重。

“放开之后一周左右，客流量的确出现明
显增长。尤其是这两天过节，来店就餐的人数
也有个小高峰，客流量大的时候人手会比较紧
张，有时候需要小步快跑来服务客人。”海底捞
大红门银泰店的一位服务人员告诉记者。

万达广场（槐房店）内万达影城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近几天《阿凡达2》《航海王：红发
歌姬》《想见你》等新片拉动上座率明显回升。

另外，记者还注意到，近期平台外卖送餐
时效也有明显恢复，此前出现的因骑手人手不
足、订单长时间无法配送的情况已有所缓解。

“最近几天外卖配送已基本恢复正常，”一位丰
台区奶茶店的店主告诉记者。另外，美团买
菜、盒马鲜生等多个生鲜电商平台运力不足的
情况也有所改善。

同时，本地游消费也迎来一波复苏。12月
25日，携程数据显示，近一周北京景区门票的
预订量相比上周增加177%；且率先逛景区的游
客主要以90后为主，占比接近50%；其次是80后
比例达34%。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等多地迎来降
雪，冰雪消费也开始逐步升温。据携程数据，近
一周北京滑雪相关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99%，滑雪景区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近一成。

美团数据显示，12月份以来北京市“滑雪”
关键词搜索量月环比增长182%，北京、沈阳、天
津、杭州等为滑雪热门城市。滑雪订单量月环
比增长6倍，近一周环比增长2.8倍。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北京市滑雪、滑冰等相关笔记的数
量也在变多，其中，北京南山滑雪场、怀北国际
滑雪场、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莲花山滑雪场等
为热门滑雪地。

12月24日，第九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正
式启动，相关系列活动将持续至明年4月份，期
间除组织冰雪赛事活动外，还将向市民发放3
万张冰雪消费券，进一步刺激冰雪消费。

本地游的复苏也体现在城市轨道交通的
日常运营中。据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数据显示，
12月20日至22日，北京地铁连续三天客运量日
增超20万人次左右。其中，12月19日客运量为
221.57万人次，20日客运量为246.02万人次，21
日客运量为 277.55万人次 ，22日客运量为
297.21万人次。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在国家扩内需、促消
费政策的推动下，2023年消费复苏的方向明
确，广告、电商、线下文娱消费等疫情受损板块
有望进一步修复。

北京“烟火气”回归
本地游复苏冰雪消费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