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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2024年中秋节期间
休市的规定，本报 2024年 9月 15日至 17日
休刊，9月18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休刊启事

本报记者 吴晓璐 寇佳丽

9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8个月货物
贸易进出口“成绩单”。据海关统计，2024年前
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下同）进出口总值28.5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6%。其中，出
口16.45万亿元，增长6.9%；进口12.13万亿元，
增长4.7%；贸易顺差4.32万亿元，扩大13.6%。

其中，8月份出口增速超预期。据海关总
署披露，8月份全国出口2.2万亿元，环比增长
2.9%，同比增长8.4%。

天风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宋雪涛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中国占全球的出口份额持续
回升。受益于国内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汽车
等行业为代表，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持续
提高。今后，伴随技术进步、新兴市场开拓等
优势的进一步发挥，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表现仍
将为外贸增长提供支撑。

出口韧性较强

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表现良好，出口呈
现较强韧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

放研究院教授吕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持续恢复，为货物贸易进出
口的良好表现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年初至
今，外贸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带动产
业创新，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频频出
现，均为贸易顺差的显著增长作出贡献。

从行业来看，汽车产业链、机电产品出口
表现较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国
出口机电产品9.72万亿元，增长8.8%，占我国出
口总值的59.1%。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
其零部件9423.8亿元，增长11.6%；集成电路
7360.4亿元，增长24.8%；汽车5408.4亿元，增长
22.2%；手机5143.7亿元，增长0.5%。

“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
商品成为近期出口的主要拉动项。”宋雪涛表
示，前8个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表现较
好，其中，集成电路、汽车（包括底盘）等商品出
口的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平均增速。

从地区来看，新兴市场成为我国外需重要
增量。前8个月，东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4.5万亿元，增长10%，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15.7%。其中，对东盟出口2.69

万亿元，增长13.1%；自东盟进口1.81万亿元，增
长5.7%。另外，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
计进出口13.48万亿元，增长7%，成为一大亮点。

宋雪涛表示，我国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对
单一地区的依赖程度下滑，出口韧性更高。8
月份出口成绩较好，也得益于非洲、拉美等地
区市场需求拉动。

从企业性质来看，前8个月，民营企业进出
口15.74万亿元，增长10.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5.1%，比去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其中，出
口10.62万亿元，增长9.8%，占我国出口总值的
64.6%。

“在货物贸易进出口领域，企业既是政策
受益者，也是新兴市场开拓者和稳外贸的关键
力量。未来，伴随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政策的
持续优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作用会更加
凸显。”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上市公司是“新三样”出口主力军

高景气度的出口，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支
撑。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沪深实体上

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延续增长态势，同比增
长13.4%，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实体上市公司
海外业务收入占营收的比重达11.9%，同比提
升1.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业
务收入占营收的18.9%，国际竞争实力进一步
彰显。

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时，上市公司产品附
加值持续提升，电子、家用电器、汽车行业上
市公司上半年海外业务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6%、13.8%、10.7%。另外，上市公司是“新
三样”出口的主力军。上半年，长城汽车、比
亚迪海外销量分别达20.2万辆、20.3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62.3%和173.8%；宁德时代动力电
池使用量全球市占率为37.5%，同比提升2.3个
百分点。

宋雪涛表示，上半年，分行业来看，申万一
级行业中电子、家用电器等行业海外营收占总
营收的比重均在30%以上，在各行业中位居前
列，电子、家用电器行业海外营收同比增长
17.5%、13.9%，带动行业营收同比增长17.3%、
6.3%，显著高于A股平均水平。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积极‘出海’也是提
振企业收入的重要渠道。”宋雪涛说。

前8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28万亿元 同比增长6%

本报记者 田 鹏

近日，《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追踪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独
角兽企业数量从 2016 年的 131 家增长到
2023年的 375家。其中，新晋独角兽企业数
量总体呈上升态势，新增超级独角兽企业每
年保持10家左右。

近年来，独角兽企业凭借着高成长性、高
估值等特征，已然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风向标”和“源动力”，因而获得政策层面大
力支持。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
年以来，已有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地先后
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进一步整理有关政策内
容发现，发挥金融资本对独角兽企业的支持
作用成为各地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郭
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
资本对独角兽企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一方
面，积极引导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等机构加
大对独角兽企业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利
用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为独角兽企业上市融
资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借助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模式，满足独角兽企业多样化的融资
需求等。

多地出台扶持政策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整体实力稳步提
升，创新体系日益完备，孕育了一大批独角兽
企业。《报告》显示，我国独角兽企业除了在数
量上呈现显著提升态势，在规模上也出现了
大幅增长。据悉，2016年至 2023年，我国独
角兽企业总估值由近 5000亿美元持续攀升
至超 1.2 万亿美元，在 2020 年首破 1 万亿
美元。

此外，我国独角兽企业分布的赛道不断
拓宽、科技创新属性持续提升、分布区域愈加
广阔。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23年，我国独

角兽企业赛道从22个增至39个，八年间独角
兽企业从模式创新为主逐步转为技术创新引
领。同时，独角兽企业分布的城市从16个增
加至56个。

我国独角兽企业成长迅速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这就迫切需要政策层面进行有力的统
筹规划。比如，4月份，安徽发布《安徽省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
技创新体系实施方案》，提出实施独角兽企业
培育行动。聚焦新领域和新赛道，加大发掘
拥有“独门绝技”“硬核科技”的独角兽（潜在）
企业，建立独角兽（潜在）企业培育库，统筹项

目、基金、人才、平台、场景等创新资源，“一企
一策”精准服务。鼓励国内外投资机构、咨询
机构、孵化器、社会组织等专业机构积极挖掘
和培育独角兽（潜在）企业，并根据机构发挥
的作用和成效给予支持。8月份，湖北印发

《关于支持培育发展独角兽企业的若干措
施》，围绕“开展动态化培育发布”“实施精准
化政策支持”“提供常态化跟踪服务”三方面
提出18条具体举措，旨在培育发展一批创新
能力强、成长速度快、产业链条长的独角兽
企业。

记者进一步梳理各地颁布的政策举措发

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被频频提及。例如，6
月份，江苏印发《关于积极培育独角兽企业着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持措施》提出，引导商
业银行、创投机构开发针对独角兽企业的专
项融资产品，通过“贷款+外部直投”等模式，
为独角兽企业提供长周期、低成本金融支持。

在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看
来，金融资本助力企业创新与研发，还能帮助
企业应对风险，贯穿企业发展的各个关键环
节，是独角兽企业实现快速成长、保持创新活
力、提升市场竞争力以及应对复杂市场环境
的重要支撑力量。 （下转A2版）

独角兽企业快速成长 金融资本提供坚实助力

矫 月

我国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迈进，在这一阶段，科技创新对于推动
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在沪深两市中，
实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合计7094.6亿元，同比增
长5.1%；研发强度达2.3%，较去年同期的2.2%进
一步提升。有1099家公司上半年研发费用迈入
亿元大关，家数占比由21.0%提升至22.1%。研
发强度大于10%的公司家数占比7.2%，同比增加
0.2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上市公司对科
技创新日益重视，在促进我国提升技术水平的
同时，还将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为
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具体来看，主
要有三方面意义：

其一，上市公司持续加码研发投入，加快推
进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作为我国企业中的“优等生”，上市公司承

担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责任。近年来，
资本市场一系列政策的落地，有力促进了上市
公司的创新发展势头。持续投入之下，上市公
司正迎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收获期，科技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

譬如，隆基绿能宣布其研制的晶硅-钙钛矿
叠层太阳电池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在硅基单
结电池和硅基-钙钛矿叠层电池这两个主流技
术赛道均成为世界第一。此外，比亚迪也研发
出第五代DM技术，实现发动机热效率46.06%和
综合续航2100公里的成绩。

这些新技术为上市公司带来的不仅是“硬
科技”乃至“黑科技”产品，也将催生巨大的市场
需求，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终实现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

其二，上市公司高研发投入促进了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
塑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版图，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催生，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是各国企业竞争的新赛道。
随着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计算机、电子、
机械设备等行业纷纷展现出创新活力。以半导
体行业龙头北方华创为例，公司上半年营业收
入、净利润均增长50%左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端设备实现稳定量产。

当前，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
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的投入
仍有不足。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与产业竞
争，上市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有助于进一步从源头增强产业链
韧性，进行强链、补链和延链，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赢得竞
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

其三，上市公司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了中国
品牌加速“走出去”。

目前，我国正稳步从“品牌大国”向“品牌强
国”迈进，在这一过程中，上市公司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近年来，凭借着持续研发投入和关键
核心技术的突破，上市公司凭借“硬科技”实力在
海外市场打响了多个享誉全球的中国品牌。

从上半年上市公司“出海”情况来看，受益
于技术进步和产品迭代，上市公司“出海”结构
已经从附加值较低的传统行业逐步拓展至信息
技术、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汽车交通等更多元
和附加值更高的行业。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据
中汽协数据，今年1月份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出
口60.5万辆，同比增长13.2%。

新时代，新征程，新机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
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相信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中国
企业未来将掀起更为澎湃的科技创新浪潮，为中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上市公司持续加码研发呈现三大亮点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金婉霞

9月10日，上交所举办2024年半年度科创板
消费类芯片企业集体业绩说明会，聚辰股份、南
芯科技、格科微、艾为电子等企业以线上方式集
中亮相。坚决投入科技创新、预期下半年及明年
消费芯片行业持续复苏，是这几家企业在业绩会
上的共识。

“明年预计模拟芯片行业、消费电子行业等
有望持续复苏，公司将继续巩固在消费电子充电
领域的竞争优势，在汽车电子业务等领域也有望
取得更好的突破。”南芯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阮
晨杰表示。格科微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立新
则称，公司对下半年高端产品出货量保持信心。
艾为电子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洪军、聚辰股份董事
兼总经理张建臣也纷纷表示，对公司未来业绩及
长期发展充满信心。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朱华雷对《证券日
报》记者称，预计在全球AI、高效能运算（HPC）需
求的爆发式增长下，以及在智能手机、个人电脑、
服务器、汽车等下游市场的回暖驱动下，2024年
的芯片行业有望迎来全面复苏。

四家企业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均超100%

各家企业的2024年中报数据已透露出行业
回暖迹象。今年上半年，这四家参会企业的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均超40%，净利润同比增长更是超
过了100%。其中，聚辰股份上半年实现营收
5.15亿元，同比增长62.37%，创出历史同期最好
成绩；南芯科技于今年上半年实现了营收、净利
润的新高。

分季度来看，行业复苏信号明显加强。参会
的四家公司在今年二季度的营收、净利润均实现
环比增长。其中，聚辰股份、格科微、艾为电子均
实现了单季度归母净利润50%以上的环比增长
速度；南芯科技二季度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6.48亿元和1.05亿元，均为历史同期最高；聚
辰股份的营收、归母净利润则分别为2.67亿元和
0.92亿元，也系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朱华雷表示，2024年上半年，智能手机、PC、
可穿戴设备、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等多个消费电
子产品领域需求回暖，叠加折叠屏、XR等新技术
及产品的推广，共同驱动了消费类芯片企业的业
绩回暖。

这四家参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科创
板消费类芯片设计公司上半年的整体经营趋
势。截至目前，科创板共有36家以消费电子为应
用领域的芯片设计公司。它们于今年上半年合
计营收271.28亿元，同比增长51%；归母净利润
14.67亿元。其中，34家公司实现营收增长，24家
公司净利润增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24家
净利润增长的公司中，有一半的公司实现了净利
润的翻倍增长。 （下转A3版）

四家科创板消费类芯片企业集体亮相：

行业已现回暖信号
积极布局终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