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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消费者深入体验传祺ES9同
级领先三电技术，同级领先舒适空间，同级领
先驾控，彻底消除消费者购车前的顾虑，11月
15日，广汽传祺在广汽科技馆正式启动“带电
带感码上试，传祺新能源ES9超级体验之旅”
活动，与现场嘉宾媒体共同见证传祺ES9在服
务体验上的创新突破，将传祺“新体验”带给
更多用户。

即日起至 12月 31日，广汽传祺将陆续在
全国8城投入超百台超级体验车，用户仅需66
元，即可体验 2天传祺ES9深度试驾之旅，首
批启动的超级体验城市为：广州、深圳、北京、

西安，后续计划解锁佛山、东莞、郑州、成都等
城市，每个超级体验城市限时 2周，邀您和传
祺ES9共享倾城之约。

传祺“新体验”抢先试
试驾名额即日开放报名

自传祺新能源E9上市以来，广汽传祺全面
开启新能源商业模式，以直连直服模式，打造
集展示、体验、下订、交付四大功能于一体的传
祺新能源体验中心，令传祺“新体验”在全国各
地开花。新能源时代服务，需要深入洞察用户

需求，以往几十分钟的试驾远远不能覆盖新车
在全场景下的使用感受，为此，传祺ES9走出传
统模式，扩大出行使用场景，让消费者可以在
全场景里深度感受领先的三电技术、空间和驾
控，将“种草”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试驾不设门槛，有驾照即可报名！参与
试驾的消费者可通过广汽传祺 App 进行报
名，付费成功即可预约到店取车，享 66元 2天
传祺ES9超级体验之旅。不仅如此，11月 30
日前只要是首次来店试驾的消费者，还可参
与“传祺新能源试驾季，试驾赢豪礼”活动，多
种限量试驾礼先到先得！

66元享舒适0焦虑旅行
通勤或出游任你开！

2天的用车不管是上下班接送孩子，还是
出去自由行，传祺 ES9都一定能让你轻松应
对。在三电技术上，传祺ES9采用2.0T PHEV
专用发动机匹配行星齿轮两挡混动专用变速
器，加上25.57kWh电池包，做到满电和馈电无
差别，更带来CLTC纯电续航 143公里、CLTC
综合续航里程 1215公里的续航能力，在城市
里当电车开，外出就是无焦虑的出行利器。

值得一提的是，传祺ES9支持全场景对外
放电，最大可对外放电 18.3度，能给手机充电
1236次，自驾出行，露营用电，能支持露营灯，电
热水壶，电烤炉，投影仪，音响等电器同时使用，
烹饪娱乐都不在话下，如遇到其他新能源车馈
电，还能为他们应急补能，让出行用电无焦虑。

2天的出行，无论是城市路况还是郊区复
杂路况，你都能体验到传祺ES9丝滑驾控。基
于电车随叫随到的动力特点，传祺ES9对钜星
底盘进行了全新开发，无论遇上哪种路况，操

控都如丝绸般顺畅。
66元能收获的还有全家都能享用的宽奢

大空间。超5米的车长加上2920mm的超长轴
距，让传祺ES9做到了 25万元级新能源 SUV
少有的全尺寸。不仅如此，第二排座椅靠背
支持 8档调节，有 131°可调范围，与前排副驾
座椅组合，打造出二排女性高档躺椅；还有领
先同级的第三排空间，一键放倒还能得到一
张双人大床，玩累了可以随便躺，享受舒适 0
焦虑的旅行。

购车享多项权益
传祺ES9给你出行新选择

22.98万元-26.98万元的超值售价，让传祺

ES9一上市就成为新能源市场的一匹黑马，再
加上面向全部用户带来的六大购车权益，从置
换、交车、用车、售后服务上为用户带来全方位
考虑，让消费者获得新能源出行的最优选择。

此外在11月30日前，传祺ES9更针对到店
首次试驾的用户，推出了“传祺试驾季，试驾赢
豪礼——试驾有礼活动”。外交官20寸行李箱、
牧高笛露营拖车、头枕腰靠、爱奇艺黄金VIP会
员季卡等限量豪礼四选一，手快有手慢无！

仅需66元，就能享受丝绸般顺滑的驾控，
全家人都稳坐C位的大空间，2天任性开的舒
适0焦虑出行，这样的传祺ES9超级体验之旅
你怎么能错过！赶紧打开广汽传祺App进行
报名吧！

(CIS)

仅需66元！开启传祺新能源ES9超级体验之旅 还有试驾好礼等着你

本报记者 孟 珂

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显
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四部
门近日联合召开科技金融工作交流推
进会，会议指出，“抓紧制定加大力度
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实施措施，推
动工作落实。”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我国经济
正处在转型的重要时刻，科技创新成
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需要
通过资本市场持续赋能，为科技创新
企业提供全方位资金支持，助力科创
企业做大做强，从而支撑我国产业转
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创企业
一般具有高成长、高回报的特点，资本
市场在为科创企业提供长期、稳定、低
成本的资金，助力企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能共享企业增长红利。

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更加通畅

会议认为，“科创板、北交所建设
和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科创票据、科
创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持续扩大，科技
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更加通畅。”当前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基本形成了错位
发展、各具特色、适度竞争、互补互联

的格局，在服务科技创新上卓有成效。
科创板“硬科技”底色越来越亮。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3日，四年
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564家，市
值约6.6万亿元，首发募资总额逾9000
亿元，为科技创新企业打造了一条对
接资本市场的“高速公路”，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
集聚效应凸显。

创业板始终坚持“三创四新”定位，
“高成长、优创新”特色鲜明，优质创新资
本中心正加速构建。目前，创业板新增
注册制上市公司有514家，IPO募资总额
超5000亿元，新上市企业主要聚焦先进
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三大重点领
域，覆盖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北交所创新型中小企业快速集聚。
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有232家，开市以
来股票公开发行融资超470亿元，平均每
家融资2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占比近一半，战略新兴行业和
先进制造业占比近八成，8家公司被评选
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包括科创
板、创业板、北交所以及区域性股权市
场等，科技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
阶段和需求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和渠
道，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难
题。”董忠云说。

北京市高端领军人才正高级研究
员、东源投资首席分析师刘祥东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
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多层次的资
本市场体系，市场互为补充、阶梯式提
升准入要求，总体上实现了有效引导
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作用。

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企业质
量持续提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
研发支出共1.05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9%，其中，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
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研发支出分别增长
20.50%、15.86%和12.14%，均高于A股
整体研发支出增速，科技型上市企业
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董忠云表示，科技型企业通过多层
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再进一步加大研
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同时完善公司治
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资本市场护航科技型企业
行稳致远

放眼未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型
企业发展仍需进一步发力。

在资金端，刘祥东表示，应进一
步明确资金助力科技企业发展方向
的任务清单，优先支持在国民生产中
能够“补短板”科技创新企业，辅以部

分国资的投入，引领市场资金的流
向。同时，简化对于科技型企业融资
流程的审核，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加
大对于这些公司融资过程中弄虚作
假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夯实企业
主体的责任。

“此外，还应强化科技型企业对于
融资资金用途的披露，提升资金的使
用效率，通过立法将企业实现盈利作
为创始大股东减持的前置条件，增强
全社会对科技企业创造价值的认可
度，实现资金供给端和科技创新企业
的双赢，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良性
循环发展。”刘祥东进一步表示。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应鼓励投资机
构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投资力度，形成

“资本涌入-科创企业成长-资本获
利”的良性循环。”

董忠云表示，未来可以针对科技
创新型企业的特点优化相应的上市
标准，提高资本市场包容性和市场化
程度，并为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提供
绿色通道。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完善
股权激励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在
产品方面，推动债券市场改革创新，
推出更适合科技创新型企业需求的
债券品种，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
率，通过产品创新支持科技创新型企
业快速发展。

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 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多样化渠道

本报记者 田 鹏

11月23日，深市债券指数体系再迎
“新成员”，深证乡村振兴债指数（以下简
称“深乡村振兴债”）和深证科技创新公
司债指数（以下简称“深科技创新债”）正
式对外发布。

近年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持续聚焦国家战略，积极发挥
交易所债券市场功能和产品优势，自
2020年以来，陆续推出绿色公司债券、乡
村振兴专项公司债券、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等创新品种，在加速推进“双碳”目标实
现、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等方面贡献着自身力量。

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投资二部基金经
理万志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
来，深交所积极响应服务国之大者，推动
科技、绿色、普惠的发展理念，为实体经济
提供持续的融资支持。同时，在活跃二级
市场方面不断发力，持续推动二级债券市
场流动性改善。

深市债券市场品类规模齐升

近年来，深交所锚定国家战略，持续打
造优质发债平台，支持一众企业发行相关
债券。截至10月底，年内深市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和乡村振兴公
司债券分别有15只、58只和16只，总规模
分别达101亿元、583.7亿元和98.34亿元。

作为深市首单符合中欧《可持续金
融共同分类目录》认证的绿色债券发行
主体，太阳能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公司于 5月 22日成功发行规
模为10亿元的“碳中和”+“科技创新”双
贴标公募绿色公司债券，是积极响应国
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体现。

据深证信息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23
年10月底，深证信息共管理债券指数120
余条，覆盖交易所、银行间市场，涵盖国债、
政金债、地方债、企业债、金融债等品类。

在 万 志 文 看
来，随着我国全面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和资本市场深化
改革进程的加快，

债券指数化投资的配置性需求持续激发，
公募债券指数基金投资发展空间广阔，正
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

深市债券指数体系再“迎新”

近年来，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证信
息不断丰富债券指数体系，持续创新债券
指数品类，多维度展现深交所债券市场发
展创新成果。其中，今年以来已先后发布
深绿色信用债、深做市利率债、深做市信
用债等指数。

此次发布的深乡村振兴债和深科技
创新债等2条新指数则将进一步完善债券
指数体系。

深乡村振兴债是以深交所上市流通的
公募乡村振兴债为样本空间，选取剩余期
限1个月及以上的证券作为指数样本，反映
深市乡村振兴债市场运行的整体表现。

具体来看，最新一期深乡村振兴债
样本券有 84只，以地方政府债为主，规
模占比近97%；从债券剩余期限看，以中
长期债券为主，其中 10年期以上的债券
最多，规模占比超43%。从基日（2019年
12月31日）至2023年10月底，深乡村振
兴债年化收益4.3%。

深科技创新债则是以深交所上市流
通的公募科技创新公司债为样本空间，
选取剩余期限 1个月及以上的证券作为
指数样本，反映科技创新公司债运行的
整体表现。

从发行人类型来看，深科技创新债样
本券发行人以地方国企和央企为主，金融
业公司位居前列。从债券剩余期限看，以
中期债券为主，其中1年期至3年期的债券
最多，规模占比64%。从基日（2019年12
月31日）至2023年10月底，深科技创新债
年化收益4.9%。

市场人士表示，乡村振兴债主要投向
乡村振兴相关领域，通过市场化手段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科技创新公司债主要
投向新能源、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助力
科技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深市年内科创债发行规模近600亿元

加速提升债券指数体系“迎新”质效

本报记者 郭冀川

11月 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支
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
作方案》）。《工作方案》有六项主要任
务，其中在“探索新兴业态规则规范”
任务中，涉及多项金融服务内容，提出
要积极推进北交所对外开放工作。

具体来看，《工作方案》表示要优
化金融服务模式和管理手段。其中，
一方面聚焦北交所对外开放工作，内
容包括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北交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发
展，探索完善普惠金融政策业务考核
体系，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
境。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结合创
新型中小企业特点优化金融产品和服
务，围绕企业科技研发、技术引进、投
资并购等关键环节开发信贷、担保、供
应链金融等专项业务，适度放宽对北
交所上市企业贷款融资的担保要求。
研究并适时推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ETF）。积极推进北交所对外开放
工作。鼓励证券公司、专业服务机构
依托北交所、新三板开展业务，参与服
务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

另一方面聚焦金融创新，内容包
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境外保
险公司直接发起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在京落地。规范发展金融科技，探
索优化金融机构在京设立金融科技公
司流程，加快金融科技企业落地效
率。支持在京探索数字人民币在税费
征缴等公共事业领域的应用。鼓励创
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发起设立供应
链金融领域投资基金。优化创业投资
机构的设立和资金退出机制。依法依
规支持北京区域性股权市场发挥认股
权综合服务功能，面向私募基金等探
索开发认股权相关产品等。支持符合

条件的消费金融、金融租赁公司发行
金融债券。允许真实合规、与外国投
资者投资相关的所有资金依法依规自
由汇入、汇出且无迟延。推动北京大
数据平台与金融城域网、金融综合服
务网数据共享和业务联动，扩大政府
部门与金融机构数据共享、系统互联
互通覆盖面。

此外，《工作方案》还提出促进金
融服务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支持
北京探索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
价标准制定工作，支持企业自愿遵循
环境领域与国际通行标准和指南相一
致的企业社会责任原则。

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

支持北京探索ESG评价标准制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