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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 2025年部分节假日休市安排的公
告》（北证公告〔2024〕233号），现将 2025年端午节
休市有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休市安排
5月 31日（星期六）至 6月 2日（星期一）休市。

6月3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二、有关清算事宜，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的安排进行。
请各市场参与人据此安排好有关工作。

北京证券交易所
2025年5月22日

关于2025年端午节休市安排的公告

各市场参与人：
根据《关于 2025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

排的通知》（证监办发〔2024〕128号），现将 2025年
端午节休市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休市安排
5月31日（星期六）至6月2日（星期一）休市，6

月3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二、清算交收
节假日期间清算交收事宜，按照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安排进行。
请各市场参与人据此安排好有关工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5年5月22日

关于2025年端午节休市安排的通知

根据《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部分节假
日休市安排的通知》（上证公告〔2024〕38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现将 2025年端午节休市安排通知如
下。

一、休市安排：5月 31日（星期六）至 6月 2日
（星期一）休市，6月3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二、有关清算事宜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进行。

请各市场参与人据此安排好有关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5月22日

关于2025年端午节休市安排的公告

■ 李 文

近期，券商中期策略会等各类投资峰会密
集召开，对202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向以及投
资策略作出研判。据笔者观察，此次券商策略
显现出三大共识：中国经济展现韧性、科技创
新驱动增长、中国资产向上重估启航。这一系
列共识反映出机构看好中国经济、看多资本市
场的坚定信心。

共识之一：中国经济彰显韧性和活力。今
年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4%，实现“开
门红”，“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多项数据亮眼，
经济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券商认为，

2025 年中国经济在政策支持下将持续向好。
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加速，科技创新、高端制
造、数字经济等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
力，以AI技术、人形机器人、新能源为代表的新
兴产业加速突破。从产业政策来看，对于新质
生产力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券商预测，2025
年科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升，成
为支撑中国经济韧性的关键力量，推动经济增
长模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升级”加速转型。

共识之二：科技创新是关键词又是重点
词。在中期策略中，科技创新几乎被所有券商
列为核心议题，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高
度契合。2024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2025年九大重点任务之
一，为科技创新发展指明方向。近期，财政与金
融支持也在不断加码，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从资本市场看，科技创新已成为投资主
线。券商普遍认为，A股市场“科技叙事”逻辑清
晰，AI产业链、半导体、高端制造、绿色经济等领
域成为重点关注方向。这些领域不仅承载着技
术突破的战略使命，也孕育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有望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能。

共识之三：中国资产配置价值凸显。“全球
变局下的中国机遇”成为机构中期策略展望的
重要话题。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提质持续向好，

稳市场政策“组合拳”也给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
确定性，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券商普
遍认为，中国资产兼具避险属性与长期配置价
值，配置价值凸显，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

券商的投资策略，不仅仅是市场研判，更
是观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资本市场改革深化
以及全球竞争格局演变的重要视角。上述券
商中期策略三大共识的形成，不仅为市场参与
者提供了客观理性的投资指引，更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券商中期策略现三大共识 中国资产向上重估受关注

本报记者 刘 琪

近日，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
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
干政策举措》（以下简称《政策举措》）。《政策举
措》明确提出，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
关键枢纽作用。

在5月2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证监会首席风险官、发行监管司司长严伯
进表示，资本市场在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
配置、实现风险共担、加速成果转化等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在“科技—产业—金融”的
循环中发挥关键枢纽作用。证监会坚持用改
革的思维和方法，聚焦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研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强、可操
作可落地的支持举措。

严伯进提到几个方面：在持续优化科技企
业境内上市的环境方面，实施更加灵活精准的
新股发行逆周期调节机制，把握好新股发行的
节奏和规模，健全投资与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
场功能。持续深化科创板、创业板发行上市制
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
继续发挥好创新试点相关制度的功能，支持优
质的红筹科技企业回归境内上市。

在更好统筹发挥各板块支持科技企业的
功能方面，资本市场的各板块是错位发展、功
能互补的，科创板继续发挥“试验田”的作用，
坚持“硬科技”的定位；创业板围绕“三创四
新”，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北交所支持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主阵地，共同覆盖各类型和各个发展阶段科
技企业的融资需求。

在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上市方面，坚持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更加精准识
别、筛选优质的科技企业，对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的科技企业适用“绿色通道”政策。针对科
技企业的特点，用好用足现有制度，更大力度
支持优质的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积极稳妥推
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新的案例落地。

在加大力度支持科技企业产业整合方面，继
续落实好“并购六条”，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
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支持上市公司围绕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进行布局，引导更多资源要
素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聚集。支持科技型上市公
司综合运用股份、现金、定向可转债等支付工具
实施重组，提高轻资产科技型企业重组估值的包

容度，推动更多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落地。
在培育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方面，支

持私募股权基金以促进产业整合为目的依法
收购上市公司。优化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相关
的“反向挂钩”的政策，支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
基金（S基金）的发展，推动基金份额转让业务
试点转常规，扩大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
试点，促进“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继续引导
中长期资金入市，持续完善“长钱长投”制度，
推动完善长周期考核机制。

在更好发挥债券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作用
方面，将持续完善交易所债券市场品种结构，
大力推动科创债、绿色债等创新品种的发展。
重点支持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债
券融资，鼓励有关机构为科技企业发行科创债
提供增信支持。

证监会：更大力度支持优质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

本报记者 王 僖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露天矿场
中，矿山用挖掘机（以下简称“矿挖”）在陡峭
的崖壁上攀爬掘进，重达400吨的矿山用卡车
（以下简称“矿卡”）满载着矿产辗转运输。

世人不曾想到的是，这幅图景中暗藏着
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行业隐痛：被称为矿山装
备“心脏”的矿山动力设备，因其技术门槛
高、研发周期长，长期以来被国际品牌牢牢
占据。

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在矿山装备智能
化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国内矿山动力企业如
何打破技术壁垒实现自主可控，提升中国重
型装备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在国家“双
碳”目标下，企业又如何顺应绿色转型趋
势？从矿方到主机厂，从动力企业到零部件
供应商，中国产业链是否已做好迎接这场变
局的准备？

为矿山装备注入“中国动力心”

露天矿场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运行的
各类矿山装备通常要面对-45℃至 45℃极端
工作温差。这样的极限场景，正是中国矿山
动力行业需要直面的现实“考场”——矿山
动力设备不仅要承受高海拔、高粉尘、高强
度振动三重考验，还需在极端温差环境下，
保持每天22小时以上重载作业，并保证90%
以上出勤率，服役周期更是要长达 15年至
30年。

“如果说普通重卡用的发动机是奔跑的
马拉松选手，那么矿卡、矿挖等使用的矿山动
力设备就是负重攀岩的极限运动员。”潍柴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动力”）一位
研发工程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矿用设
备的工作循环通常都处于峰值负荷状态，这
对动力系统的热管理、材料强度、控制精度等
提出了远超常规运输设备的要求。

正是这种严苛的要求，构筑起了矿山动
力行业超高的技术壁垒，国际巨头不仅拥有
长时间的技术积淀，更通过专利锁定了众多
关键技术，进而形成了对市场的垄断。

不过，国内企业始终没有放弃对矿山动
力领域的系统性攻坚。以潍柴动力为代表
的国内企业，将研发靶心对准了三大核心指
标：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全生命周期的经
济性以及燃料兼容性。

一方面，在中小缸径矿用发动机领域，
潍柴动力作为中国商用车动力的龙头，早在

2005年就推出了首台矿用宽体自卸车发动
机，并用10年时间实现了对主流整机品牌的
配套，市场保有量超10万台。

另一方面，经历了从海外技术引进到消
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历程后，头部企业逐
渐实现突围，进军大缸径、大马力发动机这
一行业前沿领域。其中，自 2017年开始，潍
柴动力与法国博杜安公司协同开发出M系
列第一代矿山动力产品，将其从传统的船
舶、电力领域，适配至矿用设备，并陆续批量
配套到海外矿区，打破了大吨位矿山设备发
动机国外技术垄断的格局。

近日，潍柴动力在国内正式发布第二代
矿山动力产品，引发矿业界集体关注的同
时，更向外界释放出一个关键信号：长期依
赖进口的矿山动力行业，正加速迈向自主可
控的深水区。

“我们的一代矿山动力产品在海外矿区
完成了 24000小时实测，产品性能经受住了
全球最严苛考验。”上述潍柴动力研发工程
师介绍，在矿方最关注的可靠性方面，第二
代矿山动力产品又进行了 51项提升，具备

了 5000米高原适应能力，以及综合油耗比
竞品降低 5%、2 万小时大修周期、-45℃至
45℃极端环境稳定运行等比肩甚至是超越
国际巨头的竞争优势；同时，新品还实现燃
料路线全域覆盖，可兼容柴油、天然气、甲
醇等，也解决了我国各地矿山用户对于经
济性的焦虑。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认
为，潍柴动力依托完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实现国产化技术突围，为行业输出了中国方
案，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能
够跟国际巨头竞争，并能够根据国内矿山实
际工况，精准提供适配的动力支持，进一步
提升了我国矿山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产业链加速协同合作

在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
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面临挑战，矿山用装备
的自主可控也变得愈发重要。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家大型矿企的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多年来我们

一直使用国外公司的设备和技术，虽然用了多
年很放心，却也面临核心零部件断供的风险，
以及进口设备维护成本高昂和配件等待周期
长等痛点。过去用进口设备是没办法，现在选
国产省下的不仅是钱，更是供应链安全。”

这也意味着，这场关乎国家高端重型设
备的突围战需要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目
标就是实现自主可控。

作为国内矿用车行业的龙头企业，内蒙
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方股份”）近年来联合国内优势企业，成
功攻克了矿用重型卡车大功率柴油发动机、
电驱动系统等多项技术难题。今年 2月份，
北方股份“300吨级矿用卡车整车国产化研
制”项目顺利通过最终验收，标志着我国在
大型矿用卡车领域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自
主创新的重大跨越。

日前，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徐工集团”）的百台无人电动矿卡，
正式交付华能伊敏露天煤矿，投入编组运
营，助力矿方破解大型矿山装备主要部件依
靠进口的难题。 （下转A2版）

“中国动力心”突围 矿山动力行业加快自主可控攻坚

图①③徐工集团的无人电动矿卡 公司供图
图②潍柴动力推出的第二代矿山动力产品 王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