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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冀川

近日，国家数据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围绕充分发挥“东数西算”网络传输效能，
进一步提高企业网络传输性价比，听取国家枢纽节
点企业、数据传输需求企业，以及电信运营商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研究建立专用于国家枢纽节点间的公
共传输通道，有效提升“东数西算”网络传输效能。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引导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企业加
强创新探索，近期将在部分枢纽节点间试点开通“东数
西算”的“公共传输通道”，探索采用多种服务方式，增
强普惠易用水平，切实提升企业主体获得感。

去年12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
门联合发布的《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 加快构建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底，
用户使用各类算力的易用性明显提高、成本明显降
低，国家枢纽节点间网络传输费用大幅降低。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当前我国数字
基础设施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城乡之间
的数字鸿沟仍然较大，部分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
网络覆盖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此外，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对于网络带宽、数
据传输速度、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需
要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以满足这些需求。

“千兆光网和5G等技术能够提供高速、低延迟的
数据传输能力，但前提是网络带宽的支持。此外，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的开展，需要数字基
础设施确保各类设备和传感器能够实时、高效地进
行数据传输，因此网络传输效能是数字经济创新的
基础底座之一，需要进一步夯实。”王鹏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数据中心负责人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当前在相关政策扶持和产业需求下，
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发展，AI智算业务订单大幅增长，
但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由于不同计算机之间需要
频繁地进行数据交换和通信，如果网络传输效率不
高，会直接影响分布式训练的质量和速度，数据传输
会成为瓶颈，从而限制分布式训练的效率。

正是看到了网络传输效能的重要性，相关政策
持续发力。2023年4月份，《关于推进IPv6技术演进和
应用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积极协调有序推进
IPv6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同年5月份，《关于进
一步深化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促进“双千兆”网
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推进“双千兆”网络
统筹集约建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宽带发展白
皮书（2023）》显示，未来的传输网将会更加高速、可
靠，能够支持更多的应用场景。预计到2025年，我国
5G RedCap（轻量化）连接数有望实现千万级增长；到
2028年，4G/5G物联网在移动物联网中的占比将达到
60%，成为移动物联网主流。

国家数据局：有效提升
“东数西算”网络传输效能

本报记者 刘 萌
见习记者 张芗逸

3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对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等工作进行了研究。会议强
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强化政策支持和改革赋权，进
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
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更好发挥先行
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长 三 角 地 区 正 向 着 成 为 最
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
增长极的目标迈进。根据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四地近日公布
的数据，2023年四地的生产总值
分别为 47218.66亿元、128222.2亿
元 、82553 亿 元 和 47050.6 亿 元 。
2023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为30.5
万亿元。在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功不可没。

示范引领作用凸显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五年来，‘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大中心任务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
带来强劲发展动力和高质量成
效。”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董晓宇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年长三
角地区GDP总量超过30万亿元，约
占全国GDP总量的四分之一，作为
全国经济压舱石的示范引领作用
愈加凸显。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
长三角地区不仅致力于打破行政
壁垒、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更发力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
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集群和现代
化产业体系。

2024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2023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1
项重点合作事项加快落地，28个科
技创新联合攻关项目加快实施，
15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市

“一网通办”。
近日发布的《2023长三角区域

协同创新指数》显示，2022年，三省
一市之间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863.45亿元，较 2018年增长 4.19
倍，占三省一市所有技术合同成交
额的比重达13.96%，三省一市已形
成科技和产业优势互补的发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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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和“高质量”是相互促进、
相互支撑的关系。通过实现这两
个关键词的有机结合，可以推动长
三角地区实现更高水平、更可持续
的发展，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
和借鉴。

持续加大推进力度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跨
界区域、城市乡村等区域板块一体
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在科创产
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
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
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为
达成这一目标，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还有进一步走深走实的
空间。

“通过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方
面的制度创新，长三角为其他地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此外，长三角地区产业的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也直接带动了
其他地区的产业发展，如长三角地
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和集成电路产
业就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相关产业
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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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长三
角一体化的程度还不高，产业同质
化问题还较为突出，跨区域配置资
源的效率还不高，还需要加大一体
化推进力度。

肖本华认为，在破解上述问题
后，长三角地区将能更好发挥先行
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带未来
发展空间巨大。城市群之间的产
业合作和分工需要强化优化；产业
带需要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产业链上下游需要协同发展、补链

强链，提升产业整体的全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田利辉表示。

董晓宇建议，在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战略走深走实过程中，一是要
进一步整合跨行政区域、跨部门的
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二是要
推进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要素
跨区域高效配置和自由流动，为进
一步构建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和产
品市场奠定坚实基础；三是要继续
加大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区域融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产
业协同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区
域高质量协同发展；四是要稳步扩
大制度型高水平开放，推动开放与
创新结合。

田利辉认为，长三角地区在辐
射带动其他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转移
与升级、投资与资本流动和创新与
科技引领三个方面。为更好发挥
辐射带动作用，长三角地区未来要
深化供给侧改革，继续提升开放水
平，并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强
与其他地区的创新合作。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正向着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目标迈进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近日，多家造车新势力发布2
月份交付数据。受春节假期因素
影响，造车新势力交付量普遍不及
1月份。除AITO问界和理想两家
车企外，其余造车新势力销量均未
超万辆。

而随着比亚迪、特斯拉两家新
能源头部车企在3月1日拉开新一
轮降价潮的帷幕，龙年车市“价格
战”持续升温，或将进一步加速市
场洗牌。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3月份至今已有9家车企官
宣降价或开启限时优惠，最高降价
4.7万元。

“从产业角度来看，新能源车
市场正在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竞
争。”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明高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是
因为新能源汽车行业自身的优胜
劣汰，另一方面是新能源汽车与
燃油车的博弈已到决战阶段，自
主品牌与合资品牌的竞争也到了
白热化的程度。

AITO问界排名第一

从交付数据上看，AITO问界、
理想和埃安依旧稳定在第一阵
营。2月份，AITO问界交付新车
2.11万辆，同比增长503.20%，其中
新 M7 交 付 量 达 18479 辆 ，占 比
87.4%。AITO问界在已公布交付
量的新势力中再次超过理想汽车，
排名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AITO问界的
第三款车型M9已于2月26日正式
启动全国规模交付。官方披露的
数据显示，M9上市62天累计大定
突破5万辆。新品增加成为AITO
问界下一个销量增长点。

理想汽车2月份共计交付新
车20251辆，同比增长21.8%，以
微弱差距败给AITO问界。3月1
日，理想汽车召开2024春季发布
会，旗下首款纯电车型MEGA和
2024款 理 想 L系 列 车 型 正 式 上
市。理想汽车董事长兼CEO李想
表示：“随着新车型的发布和交
付，我们的目标是3月份恢复到
月交付5万辆的水平。”这意味着
造车新势力交付量头把交椅之
争还将持续。

作为榜单季军，广汽埃安2月
份 销 量 1.67 万 辆 ，同 比 下 降
44.57%。与第一阵营中的AITO问
界、理想两家企业相比，广汽埃安
的交付情况已显露疲态。

除了AITO问界、理想和广汽
埃安外，其余几家造车新势力和传
统车企的“创二代”均未保持住此
前接连破万辆或创新高的趋势，2
月份交付量全部在1万辆之下。

具体来看，其他几家已发布2
月份交付量的车企，按交付量排
序，依次为蔚来汽车、极氪汽车、零
跑汽车、哪吒汽车、小鹏汽车和岚
图汽车，交付量分别为8132辆、
7510辆、6566辆、6085辆、4545辆和
3182辆，环比均出现下滑，同比变
化分别为-33.11%、38%、105.32%、
-39.59%、-24.38%和187%。

从全行业来看，2月份新能源
汽车市场较为低迷，比亚迪、吉
利等传统车企新能源汽车销量
均出现明显的环比下滑。乘联
会此前预测，2月份或是全年车
市销量最低点，国内狭义乘用车
零售销量约为115万辆，环比下
滑43.5%，呈常规季节性走势；国
内新能源车零售销量预计为38
万辆，环比下滑43%，渗透率约
33%，市场渗透率较去年年底有

明显下滑。

头部车企掀起“价格战”

值得关注的是，3月份一开始，
比亚迪和特斯拉两家新能源车企
巨头便掀起了新一轮的“价格战”。

继2月份比亚迪连续在多个细
分市场推出“荣耀版”车型后，3月1
日，比亚迪再次喊出“电比油低”的
口号，推出比亚迪宋Pro DM-i荣
耀版，起售价10.98万元。这也意
味着搭载DM-i技术的A级SUV车
型正式进入10万元区间。

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
经理李云飞表示，得益于比亚迪的
规模化效应及全产业链优势，比亚

迪插电混动的价格可以做到比同
级燃油车还要低。同时，李云飞还
称，此举将彻底拉开与燃油车的大
决战，他甚至直言“接下来，谁还会
买燃油车呢？”

当天，特斯拉紧随其后，针对
Model 3和Model Y车型宣布了三
项优惠，包括8000元限时现车保险
补贴、2000元指定车漆现车限时优
惠价和限时现车金融低息。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此后包括
吉利、上汽大众、飞凡汽车、奇瑞等
在内的车企先后宣布降价，推出限
时购车优惠政策。例如，吉利推出
2024春季购车节，3月份期间现金
优惠至高4.7万元；上汽大众途昂
家族开启限时优惠，同时2.0T车型

可享2000元现金抵用券或3年保养
套餐；飞凡汽车宣布旗下飞凡F7车
型推出限时购车政策，至高优惠3
万元，进阶版、进阶Pro版、长续Pro
版、性能Pro版降价 2.5万元至 3
万元。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麦
肯锡中国区汽车咨询业务负责人
管鸣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乃至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技术迭
代带来的成本降低，将推动新能
源汽车普及进入快车道。“当前，
新能源汽车市场正以极快的速度
进化，车企只有赶上技术的变化，
抓住消费者趋势，才能占据更多
市场份额。”

造车新势力2月份交付环比普降
以价换量“价格战”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昌校宇

3月1日，4只REITs产品集体申
报，其中3只于当日被交易所受理，
其余 1只项目状态显示为“已申
报”。这是2024年以来，首次同日

“上新”4只REITs产品。
具体来看，3只获受理的REITs

产品分别为建信建融家园租赁住
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建信建融家园租赁住
房REIT”）、中金联东科技创新产业
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中金联东科技创新产业
园REIT”）以及华夏万纬仓储物流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华夏万纬仓储物流REIT”）；另

1只申报状态的REITs产品为华夏金
隅智造工场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夏金隅
智造工场产业园REIT”）。

公开资料显示，建信建融家园
租赁住房REIT原始权益人为建信
住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建信住房”），该公司是中国建设
银行集团所属子公司，于2018年3
月份在北京注册成立，业务经营覆
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业务范围包
括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经营、存
房业务、住房租赁REITs、资产管
理、保障性租赁住房服务等。

就在2023年10月13日，建设银
行发布公告称，本行附属公司建信
住房作为原始权益人，以其在北

京、上海、苏州持有运营的3个保租房
项目申报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
3个保租房项目来源于建信住房、
建信住房租赁基金以市场化方式
盘活的存量资产。建信住房、建信
住房租赁基金收购非居住存量房
屋改造为保租房，通过专业化运营
实现提质增效。

中金联东科技创新产业园REIT
原始权益人为北京联东金园管理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22年11
月18日正式成立，主营业务为产业
园区管理与运营服务等。中金联
东科技创新产业园REIT底层资产
包括北京大兴科创产业园项目、北
京房山奥得赛产业园项目、北京马
坡科技园一期项目等3个产业园区

项目。华夏万纬仓储物流REIT底
层资产包括佛山南海项目、绍兴
诸暨项目和湖州德清项目等3个
仓储物流园项目，合计建筑面积
为267721.95平方米，总估值11.49
亿元。华夏金隅智造工场产业园
REIT原始权益人为北京金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为华夏基金。

除了产品“上新”速度加快外，
今年2月份，公募REITs二级市场表
现也相当亮眼，自2月6日起，中证
REITs指数实现“九连阳”，极大地
提振了市场信心。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近期REITs市场量价齐升，既有会
计政策调整的利好催化，也有权益

市场情绪回升的间接传导。随着市
场情绪的整体好转，发行端也有所
推进，包括新项目的申报以及存量
拟上市项目开启询价。往后看，随
着公募REITs发行常态化，叠加扩募
的稳步推进，都将助力市场扩容增
类。稳步做大市场规模、形成更多
可投的优质资产，或有助于承接后
续逐步进入的增量资金。”

今年公募REITs市场还将迎来
哪些“新成员”，明明表示，短期来
看，水电等类型基础设施项目已进
入询价环节；此外，政策层面鼓励
新类型基础设施资产积极试点公
募REITs发行，中长期来看，未来包
括旅游景区、算力基础设施等资产
或有望实现突破。

公募REITs常态化发行 4只产品同日申报3只获受理

本报记者 赵彬彬

3月2日，中国重汽举行2024年度科技创新奖励
大会，以4360万元重奖科技人才。山东重工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谭旭光表示，
面对AI时代，要积极拥抱新技术，以颠覆性科技定义
全球商用车行业未来。

2018年9月1日，山东省委省政府、济南市委市政
府作出重大决定，山东重工重组中国重汽。经过五
年的发展，中国重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研发方面，这五年，中国重汽累计研发投入
150亿元，超过重组前15年的总和。谭旭光表示，这
彻底改变了中国重汽在科技创新上一直以来不舍得
花钱、更不敢“烧钱”的守旧思维。

产品方面，中国重汽在全球竞争中杀出重围，成
为带领中国重型商用车行业走向世界的战略力量。
其高端品牌“汕德卡”五年累计销售26.3万辆，是重组
前的12倍；重卡市占率从2018年的16.5%提升到2023
年的26%，连续两年位居中国第一；2023年出口销量
突破13万辆，较五年前增长2.6倍。

“重组五年，中国重汽脱胎换骨，最大的巨变就
是科技的巨变，最大的成功就是科技的成功。”谭旭
光说。

科技的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依靠人才。因此，中
国重汽重奖科技人才。记者从中国重汽2024年度科
技创新奖励大会获悉，本次大会共评选出中国重汽科
技进步奖17项、技术发明奖1项、持续改进奖28项，科技
创新优秀工作者42人次，奖金总额高达4360万元。

AI技术和“碳中和”政策正深刻影响着商用车行
业的发展。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中国区主任赵永新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全球商用车产业正处
于从传统内燃机向新能源、智能网联形态转变的关
键时刻，商用车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如何构建新的
竞争优势，成为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过去几年，中国重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过谭
旭光清醒地认识到，在AI大模型时代、大数据时代、新
能源时代，必须审慎评价自己的研发能力。公司与世
界一流标杆企业仍然存在着“断层”的技术差距。

因此，必须痛定思痛，做出改变。“AI时代到来了，
不改变就灭亡。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接受新事
物，要用智能新科技再造一个新重汽。”谭旭光表示。

他提出，要主动拥抱新技术，迅速落地商用车领
域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面向120个全业务场景，率先
研究AI大模型在智能驾驶、人机对话、生成式设计、预
测性诊断等领域的应用，搭建起AI新科技工程体系。

研发投入方面，谭旭光明确表示：“未来五年要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投入强度从3%迈向5%，达到
世界一流水平。其中30%以上要用于前沿基础研究、
人工智能应用研究。”

新能源商用车方面，谭旭光提出要做好多元化
布局，在突出“新”字上狠下功夫，在新能源技术路线
上，找准发力点，宁愿多“烧”一点钱，也要多储备一
些技术，绝对不能走错路、迷失技术方向。

中国重汽重奖科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