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 鹏

近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山西金蝉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签订“数据资产入表”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中国经济信息社将充分利用
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和市场稀缺数据、丰富
的数据应用场景和“数据要素×”落地实践经
验，指导并协助山西金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开展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产品设计等，进而共
同开发数据产品与服务。

事实上，随着数字经济浪潮席卷，数据
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
区块链与数据要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
席数字经济学家陈晓华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直接作用于生产时，对数据要素的分
析与运用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与
产品质量；促成异业合作时，数据能够帮助
不同行业更精准地匹配需求和供给，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合作成本。此外，数据作为创
新基础，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不同行业能
够找到新的合作机会，创造更多增值服务和
产品。

数据要素使用进展各异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
素，兼具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已渗透到
社会各个领域。

根据《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年）》，
我国数据资源“产—存—算”规模优势基本
形成，数据“供—流—用”各环节主体逐渐
丰富，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潜力亟须
释放，数据资源管理和利用整体处于起步
阶段。

上海数据交易所总经理汤奇峰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根据不同的使用状态可以
把企业使用数据发展进程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企业内部有大量数据，通过在内
部进行数据治理，形成了内部系统化的服
务。第二阶段，企业开始依赖外部数据，以
提升业务的质量和范围，这会产生大量外部
数据的采购需求。第三阶段，企业不仅自己

使用数据，同时还会在行业输出数据，使得
企业数据供需平衡。第四阶段，企业的生产
资料、生产工具、生产组成和生产分配将是
全新的。以上海随申行公司为例，其生产数
据完全依赖于地铁、公交、轮渡等传统领域，
公司汇聚这些数据后，为市民出行提供一站
式服务。

由此可见，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其直接作用于
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生产效率加速跃升；另
一方面，充分发挥黏合效应，促成异业合作
加速成势，催生出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

实际中，我国企业的数据使用进展情况

不一。其中，以前两个阶段为主要形式。阳
光电源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为了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公司大力投入数字
化变革，以业务战略牵引，以数据驱动，以数
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支撑，打造流程在线、
共享、高效的敏捷型组织，赋能业务。2023年
公司加快数字化战略转型，全年实施65个项
目。在数据维度，统一数据平台和数据治理，
基于数据湖底座，结合业务场景搭建大数据
智能应用，如光储经营可视化、财务预实分
析、供应商画像等，驱动数字运营，辅助明智
决策。”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企业正在数据使用
的后两个阶段积极探索。例如，北京云嘉律

师事务所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近日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修
长新表示，双方更多的业务交集，有利于促成
双方之间客户高效、良性的流动，进一步降低
协作成本；另外，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客户需
求，打造推出更多定制化的产品，以满足日益
多元化的客户需求。

要素价值尚待进一步激活

结合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我国企业正
在积极探索数据使用的各个情景，不断激活
数据生产要素价值；但另一方面，企业在使用
数据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 （下转A2版）

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各行业加速探索合作新范式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1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关于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建设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
流企业。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必须保
护和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健全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制，提高政策精准性、实效性，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要坚持以开放促创新，健全科技对外开放
体制机制，完善面向全球的创新体系，主动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补齐
开放创新制度短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

尊重企业经营主体地位，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企
业规模、发展阶段、所有制性质等，分类施策、加
强引导。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完善
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推动国有企业严格
落实责任，完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加强对
国有资本监督管理。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
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注重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会议强调，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要把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完善价格、补贴、
保险等政策体系，创新粮食经营增效方式，健全
粮食主产区奖补激励制度，探索产销区多渠道
利益补偿办法，健全粮食生产支持保护体系。
要在建立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上迈出实质性
步伐，推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落
实好保障粮食安全的共同责任。要统筹支持小
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政策扶持、服务
引导、利益联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
会议指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开放环境，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
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
伴关系，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要
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瞄准科研人员的现实
关切，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人才引进来、留得
住、用得好。要不断健全科技安全制度和风险防
范机制，在开放环境中筑牢安全底线。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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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孟珂） 6月11日，全国股转公
司发布2024年第四批拟调入创新层的挂牌公司
（以下简称“第四批拟进层公司”）初筛名单，共
计72家公司拟调入创新层。后续全国股转公司
将根据异议情况，对初筛名单进行调整，并在履
行规定程序后作出正式进层决定。

第四批拟进层公司中，71家公司拟依据净
利润或营业收入标准进层，其中41家符合北交
所上市财务条件，22家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1家公司拟根据研发投入标准进层，属
于计算机制造业，近两年研发支出合计超3亿
元，超过北交所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本次进层完成后，新三板2024年上半年累计
新进层公司数量预计达370家。上述公司体现出
三个特点：一是盈利能力突出。2023年平均营业
收入3.80亿元、平均归母净利润3830.25万元，分
别为新三板市场平均水平的1.44倍、3.83倍；20家
公司净利润过亿元，79家公司净利润超5000万
元。二是成长性良好。营业收入近两年复合增
长12.52%，高出新三板市场平均水平9.17个百分
点；净利润近两年复合增长19.74%，显著高于新
三板市场平均水平。三是创新属性明显。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4家。

72家公司拟调入新三板创新层
41家符合北交所上市财务条件

本报讯（记者孟珂）6月11日，中国中小企
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
数为89.2，较4月份下降0.2点，高于2023年同期
的88.9。

从分项指数来看，5月份，宏观经济感受指
数由降转平。综合经营指数、资金指数、劳动
力指数由升转降，较4月份分别下降0.3、0.3和
0.1点，市场指数、成本指数、投入指数由平转
降，较4月份均下降0.2点，效益指数继续下降，
较4月份下降0.1点。

数据显示，5月份中小企业高开工率有所
下降。对样本企业开工率调查显示，5月份，完
全开工的企业占44.8%，比4月份下降9.6个百分
点；开工率在75%至100%之间的占12.1%，比4
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开工率在50%至75%之

间的占16.1%，比4月份上升1.1个百分点；小于
50%的占18.7%，比4月份上升7.4个百分点；未
开工的占8.4%，上升1.1个百分点。

此外，分项指数1平7降。5月份，宏观经济
感受指数由降转平。综合经营指数、资金指
数、劳动力指数由升转降，较4月份分别下降
0.3、0.3和0.1点，市场指数、成本指数、投入指数
由平转降，较4月份均下降0.2点，效益指数继续
下降，较4月份下降0.1点。从景气状况来看，资
金指数和劳动力指数处于景气临界值100以
上，宏观经济感受指数、综合经营指数、市场指
数、投入指数和效益指数均处于景气临界值
100以下，成本指数仍处于不景气区间，效益指
数处于最低位。

从区域指数来看，5月份各区域指数均有

所下降。5月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分别为90.0、90.1、88.0和
80.7，分别较4月份下降0.1、0.1、0.1和0.2点。

分行业指数中，5月份，房地产业、社会服
务业指数比4月份均上升0.1点。其中，社会
服务业订单、销售、资金、劳动力、效益指数均
有所上升，房地产业订单、销售、融资指数有
所改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
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住宿餐饮
业指数均有所回落，行业运行回升基础尚不
稳固。

从5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来看，当前中
小企业发展信心有待提振。5月份反映企业信
心的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为98.9，与4月份持平。
同时，市场预期有待恢复，5月份市场指数为

81.1，较4月份下降0.2点。企业融资状况有所
趋紧，5月份资金指数为100.9，环比下降0.3点，
仍处于景气临界值100以上。企业成本仍然较
高，效益有所下降，5月份成本指数为112.4，较4
月份下降0.2点。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宏观经济基本面回
升向好，劳动力供应状况得到改善，需求小
幅回落。5月份，劳动力指数为106.0，比4月
份下降0.1点。其中，需求指数为98.3，较4月
份下降0.4点；供应指数为113.7，较4月份上升
0.2点。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表示，从5月份中小企
业发展指数来看，当前中小企业市场预期有待
恢复，需求偏弱、成本上升、应收账款拖欠等问
题依旧困扰着中小企业。

5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2 高于去年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