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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2版

本报记者 孟 珂

6月 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深
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其中提出，允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按照政策规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互联
互通机制从“交易端”向“发行端”深化拓展，其
核心逻辑在于打破区域市场分割。该改革有
望为红筹架构企业境内融资、中概股回归等制
度创新积累“湾区经验”。

《意见》的出台意味着更多粤港澳大湾区
优质港股公司有机会实现“H+A”两地上市。

章俊分析称，粤港澳大湾区亟须通过制度
创新破解跨境资本流动不畅、制度差异等现实
痛点，释放区域协同效应。同时，深圳作为“改
革试验田”，可在金融领域先行先试，通过双重
上市等机制解决企业融资需求与资本市场服
务能力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在全球产业链重

构背景下，深港资本市场深度对接将强化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功能，提升人民币资产
定价权和跨境投融资便利度，更好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政策的出台是金融
开放深化、深圳枢纽地位强化以及深港协同发
展的必然要求。

国浩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业务委员会暨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
伙人刘维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政策意味
着粤港澳金融一体化将加速，形成深交所和港
交所双引擎的有机结合，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资
本要素自由流动。同时，这也将提升深交所的
国际化能力，丰富深交所优质上市公司资源。

“未来，随着‘科技+金融+产业’生态深度
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将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更显著的辐射
带动作用。”章俊说。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
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东莞、
佛山、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9市。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6月 11日，H股
共有上市公司2636家。其中，注册地在粤港澳
大湾区的上市公司共有 1589家，占比超六成；
总 市 值 约 20.72 万 亿 元 ，占 H 股 总 市 值 的
32.23%。分行业来看，上述1589家上市公司主
要集中在可选消费、工业、信息技术、房地产、
金融等行业，其中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高科技
企业居多。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H股企业特点，田利辉
表示，一是行业呈现多元化，其中以高科技、新
经济领域为主；二是知名企业多、头部企业多，
但部分企业具备高成长性却还未盈利；三是企
业上市动机明确，需要灵活的融资环境且业务
国际化需求强。

章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 H 股企业在深
交所上市，能够丰富深市上市公司行业矩阵

与企业类型，推动估值体系优化升级。企业
回归深交所上市将引入国际资本定价逻辑，
为A股市场注入新的估值参照。这有助于提
升 A 股市场估值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促进市
场定价机制的完善，增强 A 股市场对境内外
投资者的吸引力。

章俊进一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H股企业
在深交所上市，还有助于强化服务国家战略功
能。“卡脖子”关键领域企业可充分利用深交所
和港交所双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为攻克
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提供有力的资本支
撑。此外，随着企业赴深交所上市，离岸人民
币有望加速回流。这不仅有望带动跨境资金
池规模实现新突破，还将显著提升人民币在跨
境投融资中的使用占比，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促进跨境资本循环流动。

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企业“H+A”上市通道

■ 苏诗钰

6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科技型民
营企业座谈会，围绕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
聚焦科技创新领域听取意见建议。会议认为，
千千万万企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民营企业创新动力强、潜力大、活力足，
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与会企业
提出的思考与建议对编制“十五五”规划具有
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笔者看来，民营企业在科学编制“十五
五”规划中肩负历史责任，它们从创新中总结
产业经验，将一线探索转化为规划编制的“鲜
活素材”。

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尽显灵活与潜
能，以“船小好调头”的机制优势在技术赛道
上敏捷突围。看看身边的生动实践便可知
晓：小到手机里不断迭代的支付软件，大到驶
向全球市场的新能源汽车，这种根植于市场
土壤的创新韧性，让民营企业既能精准捕捉
技术变革的“风眼”，又能以要素整合的灵活
性，将实验室里的突破转化为产业端的“N”种
可能。

民营企业的活力强，能够快速适应市场
变化，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比如，海
尔通过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冰箱生产线
实现“用户定制化”生产，在订单响应速度提
升的同时将大规模制造与个性化需求完美结

合；美团通过算法优化升级智能调度系统，让
外卖配送效率不断提升，这种基于数据驱动
的服务创新，正是新质生产力在服务业场景
的典型实践。

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民营企业也展现出
了强大的创新实力。宁德时代从福建宁德的
一家锂电池企业起步，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
不仅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电池”成为
新能源产业的标杆；大疆创新在消费级无人机
领域深耕细作，其研发的飞行控制系统攻克多
轴无人机稳定性难题，用“深圳智造”重新定义
行业标准。凭借“闯劲+韧劲”的双轮驱动，民
营企业在硬核科技与模式创新的赛道上持续
书写“新质生产力答卷”。

总体来看，国家对民营企业创新价值的重
视，恰是对其“闯劲”与“活力”的回应；而民营
企业在各领域的突破，也将为“十五五”规划中
的科技创新蓝图提供最鲜活的注脚。

站在“十五五”规划编制的历史节点，民营
企业以创新实践书写着不可替代的时代担
当。这份历史责任，不仅是与国家战略的同频
共振，还将以市场主体的创新韧性，为“十五
五”规划注入扎根现实、面向未来的生长力，让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蓝图在政府与市场的
良性互动中绽放更蓬勃的生机。

民企以活力担起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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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乔宇 冯雨瑶

“在太空中织一张算力网”——这一天马
行空的想象正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

近期，美国初创公司 Starcloud宣布，计
划在今年8月份将一颗冰箱大小的卫星数据
中心送入太空。5月份，我国太空计算卫星
星座 12颗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之江实验室

“三体计算星座”的首次发射，也是成都国星
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宇
航”）“星算”计划的首发星座，标志着我国首
个整轨互联的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正式进入
组网阶段。中美之外，欧盟亦在积极探索在
太空中建设数据中心的可能性，并不断对降
低数据中心送入太空的成本、提高发射效率
等进行研究。种种迹象表明，“太空计算时
代”正徐徐拉开帷幕。

持续推进太空数据中心建设

“目前，12星卫星平台系统、载荷等完成
自检，状态良好，进入为期3个月左右的建链
组网在轨测试。”谈及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情
况，之江实验室计算星座科研任务总体部技
术总师、天基计算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超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据了解，首发入轨的12颗计算卫星均搭
载了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能够实现
整轨卫星互联，具备太空在轨计算能力。计
算卫星单星最高算力达744TOPS（每秒744万
亿次计算），首发星座具备5POPS（每秒5千万
亿次计算）的太空计算能力，星间激光通信速
率最大可达100Gbps（每秒千兆比特）。

与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相比，
计算卫星能够实现将采集的信息直接在太
空处理，之后给地面发回处理结果，实现“天
感天算”。太空数据中心作为在太空部署的
超高性能综合计算平台，能够利用太阳能进
行全天候供电。同时，太空环境接近绝对零
度，使得数据中心无需额外的冷却系统即可
维持设备运行。算力系统可以通过辐射散
热，有效减轻传统数据中心对冷却系统的依

赖，进一步降低能耗。
随着计算卫星的不断发射，太空数据中

心建设加速推进。据介绍，今年，之江实验
室将携手国星宇航、济南智星空间科技有限
公司、地卫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等企
业，共同完成超 50颗计算卫星的星座布局，
并计划在2030年前后达到千星规模。

氦星光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氦星光联”）创始人谭俊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目前氦星光联已经在无锡建立了年产
能 400套激光通信终端的生产线，每个月生
产30多套，能够满足计算太空计算卫星星座
后续的发射需求。

建成后，“三体计算星座”总算力可达
1000POPS（每秒百亿亿次计算）。李超表示，
1000POPS的算力规模超过了目前大部分地
面数据中心能够提供的算力。当“三体计算

星座”实现这个目标，也意味着该计算星座
基本完成了从研究、工程以及市场化能力的
验证。

“人工智能在太空探索中扮演着突破约
束的核心角色，而算力作为人工智能的‘物
理基础’，其重要性在太空场景中被进一步
放大。”和君资本资深合伙人张元廷对记者
表示，AI在太空中可应对极端环境下的“通
信孤岛”问题、处理海量数据等，因此太空需
要人工智能。

有望重构卫星产业格局

谭俊向记者详细解释了“天感天算”的
必要性。“以遥感探测场景为例，卫星拍摄的
照片数据量较大，往往需要进行压缩才能
传输到地面，且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有效

卫星数据能传回地面；同时，卫星在轨道运
行期间需要经过地面接收站的可视范围才
能与地面进行数据传输，这个过程需要两
天至三天的时间。这一方面增加了用户通
过数据作出决策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使得
遥感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越做越长，增加
了卫星制造成本。因此，‘天感天算’十分重
要。”谭俊表示。

据介绍，通过卫星组网，太空计算卫星
星座能够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尤其适用于偏
远地区、海洋和空域的数据处理需求。计
算卫星之间可以通过激光通信实现低时延
互联，因此能够实时地把数据传到地面。
计算卫星同时支持数据的免压缩传输，能
够帮助用户作出更精准的判断。未来，在
计算卫星的赋能下，遥感卫星星座也有望降
低建设成本。 （下转A3版）

“太空计算时代”启幕 产业链竞逐算力“上天”

前5个月险资向私募股权基金注资近300亿元
政策引导产业扶持 低空飞行场景多元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