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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在中国工程院建院
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致以热
烈祝贺，向全院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致
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30年来，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中国工程院团结凝聚院士和广大工程
科技工作者，大力推动工程科技发展，不断攻克
科技难关，建设大国工程，铸造国之重器，为推
动我国工程科技创新进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国工程院在新的起点上，发
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弘扬科学家精神，引
领工程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
国家高端智库职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日上午，中国工程院在京举行“践行工程
科技使命 推进科技强国建设”院士座谈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会议，宣读习近平贺信并讲话。
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程院成立30

年来，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
推动工程科技发展，汇聚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
流科技成果、贡献一流咨询建议、打造一流学术
平台，在国家发展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薛祥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工程
院要牢记建院初心、传承光荣传统，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而奋斗的进程中争当排头兵。要当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排头兵，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要当工程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解决好重大工程科
技问题，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更好服
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当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
排头兵，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加强

“卡脖子”技术攻关，力争在重要领域取得更多原
创性突破。要当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排头兵，紧
紧围绕具有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加
强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支撑党和国

家决策。丁薛祥希望广大工程院院士带头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
事业中，深怀爱国之心、秉持报国之志、勇攀科技
高峰，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负责人和院士代表
作了发言。

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6月3日。30年来，
中国工程院牢记中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学术机构
职责使命，聚力科技创新、汇聚领军人才、建设高
端智库、坚持学术引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工程院建院30周年强调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出席院士座谈会并讲话

苏向杲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证监会等部门持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支持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公司获得金融支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金融的助力
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各类金融机构需持续推动金融活水更好地服
务新质生产力。

首先，在间接融资方面，不同金融机构亟需
优化服务模式，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公
司的融资需求。从宏观视角来看，截至今年4月
末，在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中，
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占比超
过六成，这说明间接融资仍是我国实体经济融

资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优化间接融资对金融服
务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从微观视角看，
过去多年，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传统产业积累了
成熟的信贷投放模式，但对类似芯片类等高科
技企业的金融服务方式仍在持续探索中，推出
适配的金融服务具有紧迫性。

从间接融资的现状看，金融机构可能并不
缺针对新质生产力的信贷投放“额度”。并且目
前市场融资成本不高，一季度新发放企业贷款
利率为3.75%，同比降0.22个百分点。相对而言，
部分金融机构较为欠缺的以及亟需建立的，可
能是“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良性机制，这要
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加快服
务模式创新，科创类企业普遍缺少实物抵押资
产，且现金流量表、利润表不太完善，这要求银
行推出“弱担保、弱抵押”的信贷产品，如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订单质押贷款等；另一方面要提升
风险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高风险是科技型企
业的一大特征，银行等需强化对专业技术的甄
别鉴定能力，实现对企业的精准画像，并提供与
企业生命周期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其次，在直接融资方面，各类金融机构要加
大耐心资本、风险资本的投入力度。近年来，我
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较快，但股权融资占比仍
有提升的空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在
各类社融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仅
为3%。未来，在监管部门的引导下，各类金融机
构要进一步推出适配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绿色
低碳、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新动能领域的直接
融资服务，提升直接融资的可得性。

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宜从“量”与“质”两个
层面发力，支持新质生产力获取直接融资。在

“量”上，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险资等机构要进
一步加大对相关企业未上市股权、股票的投资
力度，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发展动能，降低负债
压力。在“质”上，新质生产力更需要耐心资本
的长期陪伴，因此，各类金融机构需要加大对
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公司的长期资金投入，
避免“快进快出”。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
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期间金融的作用功不可
没，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的
助力和陪伴。笔者坚信，强大的金融体系辅以
其他支持政策必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并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推动金融活水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本报讯（记者田鹏）6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根据指数编制规则，综合考量深市公司的
市值代表性、证券流动性、经营合规情况等因素，
将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等指数（以下
统称“深市核心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

据悉，本次调整将于2024年6月17日正式实
施，深证成指将更换15只样本股，调入主板公司
7家，创业板公司8家；创业板指将更换7只样本
股；深证100将更换7只样本股，调入主板公司5
家，创业板公司2家。

本次调整后，深市核心指数将更好刻画深
市优质上市公司特色优势与创新属性，反映资
本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作用。

一是突出创新属性。深市核心指数汇聚一
大批新质生产力企业，多维度彰显新动能新优
势。本次调整后，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
中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权
重分别为65%、84%、70%。创业板指创新成色更
加鲜明，超八成样本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车、生物产业呈现
聚集优势，权重分别为26%、23%、19%，大数据、
人工智能、芯片等重点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相关样本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达20%。深证100
代表中国创新型龙头企业，样本公司持续加码创
新研发，近3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达25%。

二是突出制造业。本次调整后，作为中国
资本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类指数，深
证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达75%，实体经济
行业权重达92%，制造业中绿色制造企业、单项
冠军企业占比各近三成，进一步反映了资本市
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
效。深证100代表深市核心资产，超三成样本公
司市值规模超千亿元，47家公司总市值在所属
细分行业中排名A股第一。创业板指前三大行
业依次为工业、医药卫生、信息技术，权重分别
为37%、19%、17%，注册制样本公司数量达到17
家，权重增至7%，更好体现注册制改革成果。

三是突出成长性。深市核心指数样本公司
聚焦主业、持续强化核心竞争力。根据本次调
样实施后的样本统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公司
2024年一季度盈利能力显著回升。具体来看，
深证成指样本股公司一季度实现净利润2131亿
元，环比增长32%；创业板指样本股公司一季度
实现净利润 391亿元，环比、同比分别增长 2%、
11%；深证100样本股公司一季度合计实现净利
润1379亿元，环比增长11%。

深市核心指数调整样本股
样本公司2024年一季度盈利能力显著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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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萌

6月2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满一年。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澳大利亚、中
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共同签署RCEP，并推
动协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2023年6
月2日，RCEP对菲律宾正式生效，至此，协定
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RCEP区域总人口、
GDP总值、货物贸易金额均占全球比重约
30%，协定对15方全面生效标志着全球人口
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
易区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一年来，RCEP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各成
员国间经贸往来愈发活跃，众多企业也从
RCEP全面生效带来的关税优惠、通关简化、
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红利中受益。

原产地证书是货物在进口方享受关税减
免的必备凭证，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纸黄
金”。6月3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贸促会
了解到，2024年1月份至4月份，全国贸促系统
RCEP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共计23.45亿美
元，同比增长2.44%；签证份数共计7.80万份，
同比增长19.57%。

据上海海关数据，自2022年1月1日RCEP
落地生效以来，截至今年4月30日，上海关区
享惠进出口总值达到1387.9亿元。进口方
面，上海海关指导2780家企业利用RCEP优惠
政策进口累计712.2亿元，税款减让累计17.0
亿元，享惠企业数、享惠货值、税款减让金额
均稳居全国首位；出口方面，企业申领RCEP
原产地证书累计19.0万份，涉及货值累计
675.7亿元。今年前4个月，上海海关累计签
发出口原产地证书3.2万份，货值99.8亿元，同
比增长17.1%和2.3%。

“今年以来，我们公司申领RCEP原产地
证书已经超过100份，涉及货物价值超过350
万美元。”宁波市一家纺织品制造企业负责人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关税减让大大降低了
出口成本，对于企业开拓市场、稳定客户助力
颇多。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RCEP通过
降低关税壁垒，为我国企业进出口提供了更

广阔的市场准入条件，增强了区域供应链的
稳定性和竞争力。企业可以利用成员国间的
关税减免，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
件的成本下降，有助于企业优化生产成本结
构，提高盈利能力；此外，统一的贸易规则简
化了通关流程，减少了非关税壁垒，促进了贸
易便利化，加速了商品流动。

经核准出口商制度是RCEP的亮点之
一。经海关依法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可以
对其出口或者生产的、具备相关优惠贸易协
定项下原产资格的货物开具原产地声明，企
业可更为便利地享受协定项下关税优惠，提
升通关便利。

比如，据南京海关数据，今年1月份至4月
份，江苏省46家企业获批RCEP项下“经核准
出口商”，企业自主出具原产地声明份数增长
2.32倍。江门海关则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积

极培育关区企业成为“经核准出口商”，支持
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据其统计，截至今年2月底，关区通过认定的
经核准出口商已达17家。

“尽管RCEP带来了显著的贸易便利，但
其相关规则利用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洪勇
说，比如，原产地规则的复杂性要求企业深入
理解并有效证明产品符合原产标准，这需要
更加简明的操作指南和培训支持；经核准出
口商制度的实施效率和透明度也有待加强，
以方便更多企业享受自我认证带来的快捷出
口流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
院教授陈建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RCEP覆盖了15个国家，每个国家可能有不
同的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导致其认证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在RCEP框架内
进一步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原产地规则，

以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
此外，RCEP需要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解决成员国之间可能出现的贸易争议，以维
护协定的公正和可操作性以及稳定和可持
续性。

未来企业如何用足用好RCEP政策优
势？洪勇表示，未来，各地产业和企业应积
极对接RCEP框架下的优惠政策。首先，各
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学习和培训，确保企业能
准确理解和运用原产地累积规则等核心条
款，优化产业链布局；其次，利用RCEP的开
放市场，拓展多元化出口渠道，特别是加强
对新兴市场的开发；再次，提升产品和服务
的国际标准接轨能力，增强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竞争力；最后，加强与RCEP成员国间的投
资合作，利用外资促进技术引进和产业升
级，同时探索共建跨境产业链，共同提升区
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满一年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