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3 日， 在位于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大运新能源汽车生产基

地， 工人对新能源汽车

进行下线前的检测。

近年来， 山西省运

城市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 不断推动生产

制造向智能化、 绿色化

迈进， 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 基本形成以

“链主” 企业为龙头、集

聚其他汽车零配件生产

企业于一体的产业发展

格局。 杨晨光 摄

山西运城：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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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部门：

实施城市公交车

电动化替代等行动

近日， 交通运输部等 13 部门印发《交通运

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将实施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老旧

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更新、 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

新、老旧机车淘汰更新、邮政快递老旧设备替代、物

流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标准提升七大行动。

方案提出，到 2028 年，船舶运力结构得到有

效改善；新能源公交车辆推广应用持续推进；重

点区域老旧机车基本淘汰， 实现新能源机车规

模化替代应用； 邮件快件智能安检设备广泛推

广使用，寄递领域安检能力大幅提升；北斗终端

应用进一步提升； 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强度和

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断降低， 污染物排放总量进

一步下降。

方案鼓励老旧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

新，积极推广小型化公交车辆、低地板及低入口

城市公交车辆，鼓励各地推动 10 年及以上老旧

城市公交车辆更新； 要求加快淘汰更新老旧营

运柴油货车，有序推广新能源营运货车。

（韩鑫）

人民银行：

科技创新再贷款

精准投放科技型企业

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近期，中国人民

银行与科技部依托“创新积分制”评价，遴选了

首批近 7000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向 21 家全国性

银行推送。 各银行快速响应，迅速行动，首笔科

技创新贷款近日已发放， 后续其他贷款将陆续

投放。 中国人民银行与科技部正在组织开展第

二批 32 万余家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评价，遴选

企业名单推送给银行。

据了解，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加强对初

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支持，2024 年 4 月，中国人

民银行联合科技部等部门设立 5000 亿元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其中 1000 亿元额度专门

用于支持初创期、 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次

贷款，激励金融机构更大力度投早、投小、投硬

科技。

下一步， 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与科技

部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优化创新积分评价指标，

强化政银企对接， 推动银行用好用足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

创新领域，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金

融支持。 （罗知之）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我国民营经济

经营主体超 1.8 亿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民营经济经营主体总

量达 18045 万户 ， 占所有经营主体的比例从

2019 年的 95.5%增长为 96.4%， 其中民营企业

5517.7 万户、个体工商户 12527.3 万户。

高新技术产业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占比稳

步提升。 从行业分布看，在制造业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等国家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

业方面 ， 民 营 经 济 经 营 主 体 的 占 比 分 别 从

2019 年 的 95.9% 、91.9% ， 提高到今年 5 月的

96.1%、94.4%。

公共服务相关的民营经济发展形势趋好。

与 2019 年相比，今年 5 月，电力、热力、燃气、水

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从 66.4%升至 67.1%，交通运

输、 仓储和邮政业占比从 95.89%升至 97.2% 。

（林丽鹂）

中央企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 创新和质优是重中之

重。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日前这样表示。

近期，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为央企发展新质

生产力圈定重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

央企圈定重点

“顶天立地”

解决技术源头问题

国产大飞机、 国产大型邮轮、

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第四代核

电技术……这些重大科技成果出

自央企，也是央企多年布局、持续

投入的结果。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

责人明确，未来要更加强化自主创

新，加大投入。

2023 年全国研发投入 3.3 万

亿元，其中央企投入 1.06 万亿元，

接近全国的 1/3。“对中央企业来

讲，要做到‘顶天立地’。”张玉卓表

示，“顶天”方面，中央企业做得比

较好，大量科学工程、大的科研成

果都出自中央企业。但在“立地”方

面，特别是在底层技术、根技术方

面，还有不小差距。

2023 年央企在应用基础研究

方面投入 600 亿元，占研发投入比

重接近 6%。 国务院国资委鼓励中

央企业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力度，特别是加大目标

导向的基础研究投入。

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现场推进会上，国务院国资委进

一步明确，要对基础研究、前瞻性

颠覆性研究建立中长周期考核和

差异化支持制度。 要以鲜明的导向

加大对创新骨干人员的激励力度，

把工资总额增量优先用于作出贡

献的科技人才，对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的科研团队工资总额实行

单列。

对于技术源头， 国务院国资委

强调，央企要坚持开放创新、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不能关起门来。 目前央

企在国外一共有 330 家研发中心，

今后还将和国内的科研机构、 高等

院校、 头部民营企业和创新型民营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创新解决

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源头问题。

“中央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有

很大的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弛认为，不少

央企在特定领域内有长期的技术

基础和积累，技术研发正不断向前

沿突破。

“两端”发力

推进产业发展升级

中国电信依托自身云网融合

优势，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用户最

多、应用最全的量子城域网；国投

通过“控股直投 + 基金投资 ” ，投

资参股了粤芯半导体等一批独角

兽企业；安徽探索国资引领的投

资模式，推动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发展；北京打造电子信

息、汽车、节能环保三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一批国资央企在产

业上深度布局，成效初显。

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央企要坚

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

端”发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

挥产业引领支撑作用。

一方面，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

2023 年，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 32.1%，按国务院国资委

要求， 这一比重到 2025 年要达到

35%，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可控

核聚变等方面要提前布局。

另一方面，央企在传统产业布

局较多 ， 要利用新技术进行高端

化 、智能化 、绿色化改造，提升效

率。 目前这方面已有不少标志性成

果 ， 央企建设了 100 多个智能工

厂，还启动了“人工智能 +”行动，

比如煤矿井下可以实现自动化、无

人化、智能化操作。借助人工智能、

大模型等， 许多传统行业正变得

“更智慧”“更聪明”。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既要有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又要有不可

能一蹴而就的清醒认识。”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王宏志说。

目前，许多央企正集聚优势资

源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务院国

资委明确，在结合实际找准产业切

入点的基础上， 要坚持有进有退、

调整结构， 通过盘活低效无效资

产、闲置土地等方式，腾挪出资源

空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完善机制

发挥科技创新主导作用

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还要有

包容鼓励创新的环境。 国务院国资

委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打通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堵点卡点。

一些企业正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的主导作用。 东方电气集团组建

“科研统筹机构”，在责权明晰的基

础上，实现科研项目、资源和人才

统筹；中国中车集团通过组建联合

研发团队、建立协同研发机制并单

列专项奖励等措施，强化内外部跨

企跨域联合研发。

各家央企所处行业、发展水平不

同，创新生态有无通用“解题思路”？

“从实践经验看，从内外体系、

考核激励、宽容失败、应用场景等

四个方面攻坚发力，是当前完善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良好创新生

态的重要内容。 ”王宏志说。

考核激励方面，国务院国资委

正率先创新示范。 但企业布局新能

源汽车，一开始投入大，如果考核

当期利润 ， 就不利于企业全速推

进。为此，国务院国资委调整政策，

对 3 家中央汽车企业进行新能源

汽车业务的单独考核， 考核技术、

市场占有率以及未来发展，破除限

制企业发展的机制障碍。

应用场景方面，国资央企正积

极推进“三首”推广应用。国有企业

要带头优先使用首台（套）装备、首

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等自主创新

成果，积极提供应用场景 、试用环

境。 目前，至少有 66 家中央企业建

立了“三首”采购绿色通道，“还未

建立的企业要加快建立，做到畅通

管用。 ”王宏志说。 （李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