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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研，建立企业知识产权融
资需求库。结合“知识产权进企业”
活动，先后深入吉林创岐生态农业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隆发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等企业调查研究，了解企业融资
需求，摸清专利底数，细化融资需求
分类，形成融资需求库，加大项目对

接力度和频率。
优化服务，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意识。积极邀请金融、评估、保
险机构举办银企对接会、推介会，帮
助吉林省艾斯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等 15 家企业深入了解政策向导、保障
措施、贷款方式，提高企业专利权质

押融资的针对性和成功率，扩大质押
融资的覆盖率，为企业融资打开新思
路、提供新路径。

精准对接，搭建银企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平台。深入推进政银合作，探索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混合贷款新模式，积极
开展银企对接活动，确保银企精准对
接，推动吉林银行四平经开支行办理专
利权质押“混合贷”2500 万元，切实为
企业引来资金“活水”，解决融资难题。
此次“混合贷”的发放，是我市金融机构

首次以知识产权做抵押的破冰尝试，这
正是切实将“知产”转变为“资产”的鲜
活事例，也是我市不断推动知识产权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力证明。

市市监局将进一步规范探索知识
产权融资模式创新，强化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服务保障，落实知识产权质押登记
制度，以产业链条或产业集群高价值专
利组合为基础，通过与动产、不动产“混
合贷”的方式，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搭建知识产权融资平台
促进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市市监局扎实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

全媒体记者 刘莉

四平市电商产业园是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总占地面积4.1万平方米，内设办公区、孵化区、影棚等现代化办公设施功能区。目前，园区所有企业整体年产值
近8亿元。这是产业园内的工作人员正在直播。 全媒体记者 张宪双 摄

新华社电 当下正是大豆播种关键
期，辽宁省抢抓农时，优化种植模式，科
学培育新种，助力实现大豆扩种，提升
大豆产能。

在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一台台播
种机轰鸣而过，在田垄上播下两行种
子。今年，这里采用了大垄双行种植模
式，小垄变大垄，每亩地可种植大豆
20000株，株数是原来的两倍。

“我们把垄宽从 60 厘米增加到 65
厘米，一条垄上能种两行大豆，既增加
了大豆的密度，也能保证通风透光。”铁

岭县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农技推广站站
长姜文野告诉记者，此前这种模式在试
种时获得了丰收。

今年，辽宁省计划扩种大豆 10 万
亩，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大豆种植
示范点建设。在沈阳市法库县依牛
堡子镇，当地采用的是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一片田里大豆和玉米做
起了“邻居”，玉米大豆按不同比例并
排种植。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5 月 24 日，辽
宁省已播种大豆128万亩，大豆播种正

在进入尾声。而在瓦房店市和铁岭
县，两块共约 60 亩的盐碱地试验田
里，一场“大考”刚刚拉开序幕。平整
的田地被分成众多小块，每一块地上
都插着白色牌子，上面记录着大豆品
种的详细信息。

今年，辽宁省科技厅启动了“大
豆耐盐碱种质创新及新品种培育”课
题，铁岭市农科院成为课题实施单
位，对全省耐盐碱大豆种质资源进行
筛选、培育。副院长董友魁说，辽宁
省现有盐碱地资源丰富，仍有近 50％

的盐碱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能
够成功在盐碱地里培育出高产的大
豆新品种，将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作
出重要贡献。

“像这样一块40 亩的盐碱地，将种
下200余个大豆新品系，同台竞技。”董
友魁说，为了能够准确评价参试品系，
团队要对大豆生长的全生育期进行跟
踪监测，从而筛选出优质高产的耐盐碱
大豆品系。“现在就想着快一点，不断筛
选优秀品系，最终让大豆在盐碱地上丰
产丰收。”

密植增产 碱地育种
——辽宁大豆扩种见闻

新华社电“上市公司质量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资本市
场的发展质量，体现着中国经济
的成色。”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
建军5月27日表示，必须克服困
难，多管齐下进一步推动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

王建军是在27日召开的中
国上市公司协会年会（理事会）
暨2023中国上市公司峰会上致
辞时作出上述表述的。他指出，
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超过 5000
家，汇聚了“大而优”的行业龙头
和“小而美”的细分市场翘楚，在
科技创新、吸纳就业、稳定经济
等方面发挥着“压舱石”作用。

证监会数据显示，2022年上
市公司实现增加值 18.23 万亿
元，合计贡献税收4.79万亿元。

“去年底，新一轮推动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已
经启动实施，工作重点从‘治乱’
转向更深层次的‘提质’，挑战更
大、任务更重。”王建军表示，资
本市场要发挥好“晴雨表”功能，
体现现代化产业水平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要求，就必须共同努力

打造更多领跑行业发展、引领科
技创新、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优秀
上市公司。

关于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王建军表示，要固本
强基，构建好用管用的法规制度
体系；要聚焦问题，规范公司治
理和信息披露；要树牢导向，培
育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要惩防
结合，从严打击财务造假。

他指出，要科学设计监管法
规体系，推动出台上市公司监管
条例，不断提升上市公司监管法
规的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要大力抓好公司治理监管，
推动上市公司治理再上新台
阶。完善全面注册制下的信息
披露制度，打造更加公开、透明、
可信的上市公司。

他表示，要引导市场资源更
多向科技创新企业倾斜，优化并
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
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发展壮大。
健全防范打击财务造假的长效
机制，强化财务造假案件的行刑
衔接，加大对“关键少数”和中介
机构的立体化追责力度。（完）

多管齐下进一步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电 工信部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4月底，5G基站总数
达273.3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
务能力的 10G PON 端口数达
188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57万
个。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
善，为整个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支撑。

戴上VR头盔，便可“身临”
千里之外的工厂生产线，生产
进度和数据实时呈现眼前；将
AI算法应用到发动机检测生产
线，可迅速判断是否存在划痕
等缺陷，发动机下线效率提升
200％……在近日于天津召开
的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上，一
系列有关智能制造的新应用新
成果展出，传递出工业转型的
新面貌。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数字化
是重要抓手。数字技术融合应
用，离不开数字基础的支撑。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
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量达 10.95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
2437万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
达到 10.52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
2654万个。5G基站总数占移动
基站总数的24.5％。

“万物互联的基础稳步夯
实，融合应用走深走实。”工信
部总工程师赵志国说，目前，全
国 5G 和千兆光网“双千兆”网
络应用案例数超过5万个，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垂直行业不
断拓展。

“5G＋工业互联网”广泛应用
智能制造向纵深推进
平均 24 秒下线一台台式

机，一条产线的月产量可达到6
万台……借助智能物联网、数字
孪生等技术，联想天津创新产业
园实现了多个场景的数字化管
理，预计今年 10 月全面投入使
用。“这不仅是集团在北方的制
造中心，也将成为支持东北亚业
务的生产制造基地。”联想集团
有关负责人说。

“一季度，我们发布了5G工
厂、工业互联网园区、公共服务平
台等218个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项目，打造一批应用实践样板。”
赵志国说，目前，工业互联网核心

产业规模超过了1.2万亿元。

数字技术加速渗透
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电脑上输入钢筋长度、弯箍

角度等参数，点击开启按钮，机
器能将一根根钢筋依次由条状
弯成方形；悬挂式布料机器人以
BIM模型为基础，智能规划布料
路径……中建三局科创公司的
武汉硚口易家墩项目，投入使用
了 30 余项智能建造技术，提升
施工智能化水平和工程建设的
质量安全。

数字门槛不断降低
赋能更多中小企业

“让开店更简单”——快速
生成启动页、智能发布商品图、
自动形成“种草文案”，近日，
SaaS 服务商微盟举行发布会，
企业负责人展示了通过AI大模
型应用帮助商家实现智能经营
的解决方案。微盟首席运营官
尹世明说，微盟已服务数十万
家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商业，将
进一步研发技术、推出应用，帮
助商家享受技术普惠带来的全
新生产力。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级巡
视员王海林告诉记者，工信部联
合财政部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已遴选确定
第一批38个细分行业98家数字
化服务商，推动 2000 多家中小
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此外，工
信部分类推出上云用云、数字设
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223家服
务商。

随着产业加速向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基础设施的支撑
力尤为凸显。浪潮信息 CEO
彭震认为，当前，要加强以算
力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能力建
设，支撑数字技术向各领域深
入渗透。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5G、
千兆光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正加快推进。工信部将
加大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
生等前沿技术研发力度，大力推
进 5G、千兆光网等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助力产业数
字化转型。

5G基站达到273.3万个
数字基础不断夯实

新华社电 国家外汇管理
局 26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4 月
我 国 国 际 收 支 口 径 的 货 物
和 服 务 贸 易 进 出 口 规 模
366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 ，
实 现 顺 差 27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
其中，货物贸易顺差 3923

亿元，创年内月度新高。
按美元计值，2023 年 4 月，

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
顺差401亿美元。

4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
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7％

外贸出口“新三样”火了。今年
以来，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
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
增势迅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
我国“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3534.8亿
元，同比增长72%，拉高了出口整体增
速2.1个百分点。具有创新、低碳、绿
色基因的高科技产品，正在成为我国
出口新的增长点。

外贸是观察一国经济的重要窗
口。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口的衬
衫、毛衣、袜子，到前些年流行的服
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再到如今
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等“新三样”，外贸出口主打产品的

“新旧之变”，彰显了我国对外贸易结
构的持续优化。“新三样”的走红，既
为我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稳
外贸、促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也折
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和
动能越来越足。

外贸“新三样”的异军突起，是我
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结果。当今时代，绿色低
碳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流。近年来，
我国深刻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超
前规划、系统布局，陆续出台了《“十
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关于
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方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等政策文件，为我
国新能源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02年我国

全年汽车出口仅有2万辆；2012年，中
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过百万辆；2022
年，中国汽车全年出口311万辆，成为
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
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67.9 万辆。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逆势上扬，离
不开超前的产业政策布局和技术创
新带来的内生动力。不断累积的技
术优势和价格优势，助推中国新能源
汽车加速“出海”，形成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增长极。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稳外贸、优结构对稳增长、促
就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在绿色低
碳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当下，“新
三样”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容量，
而且当下正处于快速发展当中。充
分利用好我国在“新三样”等相关行
业的比较优势，努力抢占行业发展制

高点，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国外贸出口将会持续释放出创新
红利，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回顾“新三样”行业的发展历程，
可得到不少经验启示。中国具有全
球领先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同时还
拥有齐全完备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
以及显著的人才和创新优势。只要
我们牢牢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正确方向，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推动科技创新
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我们的

“创新之火”就可能形成新业态蓬勃
发展的“燎原之势”，为新技术的应
用、集成和迭代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
台，进而为中国经济开拓更加光明的
前景。

（钟超）

“新三样”出口火爆 折射中国经济新动能

近年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措并举，有序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工作，积极改善科技成果收紧抽屉、锁进柜子、束之高阁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