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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宁夏银川市

兴庆区富洋烧烤店燃

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伤

员救治，加强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京开幕，习近平到

会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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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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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

习近平致第十五届海

峡论坛的贺信。

12版

2版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2022 年我国独

角兽企业共有 357家，其中 200家企业分布在 24
个国家高新区，占全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 56%。”

这是长城战略咨询近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

研究报告2023》披露的数据。

《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

数创新高，新晋独角兽近百家。2022年，中国独

角兽企业共有357家，同比增长13%，新晋独角兽

企业98家，因上市“毕业”的独角兽25家，因超龄

“毕业”的独角兽25家。2022年，中国有超级独角

兽企业 11 家，2 家新晋超级独角兽企业广汽埃

安、极氪股份均属新能源汽车赛道。

《研究报告》显示，独角兽企业新赛道科技属

性强，前沿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占比超六

成（216家），新晋独角兽中前沿科技企业比例超

八成。清洁能源、新材料等赛道半数以上为新晋

独角兽。2022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于38个赛

道，集成电路、新零售、创新药、数字医疗、数字文

娱、智慧物流、网红爆品、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赛

道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均在 15家（含）以上。集成

电路赛道有39家独角兽企业，连续两年成为独角

兽企业数量最多的赛道。清洁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赛道的新晋独角兽企业数

量均超过 50%。农业科技、合成生物赛道首次出

现独角兽企业。

《研究报告》显示，独角兽企业获人民币融资

占比提升。2022 年独角兽企业有 136 家新获融

资，占比 38.1%。独角兽企业在 2022年所发生的

融资事件中，人民币融资事件数为美元融资事件

数的 1.8倍，人民币融资总额为美元融资总额的

3.1倍。2022年有 25家独角兽企业上市，上市地

点以港交所和上交所科创板为主，合计占比为

84%，仅3家企业选择纳斯达克上市。

《研究报告》显示，独角兽企业科技创新引领

力不断提升。2022年独角兽企业中拥有有效发

明专利的企业 245家，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

量 12301 件。2022 年申请国际 PCT 专利的独角

兽企业数量由上年的71家提升至81家，机器人、

集成电路、动力电池、自动驾驶赛道企业PCT专

利申请量领先。

《研究报告》显示，独角兽企业城市分布渐趋

广泛，两省15城首次出现独角兽。2022 年，中国

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22 个省、直辖市、特别行政

区，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五省市

独角兽总数及新晋独角兽数量均居前列。青

海、云南两省属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2022 年

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50 个城市。其中北京

（76 家）、上海（63 家）、深圳（36 家）、杭州（24
家）、广州（23 家）、苏州（16 家）、南京（14 家）7
座城市独角兽数量超 10 家。石家庄、厦门、通

化、滁州、盐城、楚雄、黄石等 15 座城市首次出

现独角兽企业。

《研究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独角兽企业

数量达 1100 家，分布于 44 个国家，我国独角兽

企业数量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 486 家，中

美两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占比超过 75%；数量更

为稀少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在全球共有 38 家，其

中美国 19 家，中国 11 家，英国、澳大利亚、印度

等 7 国合计拥有 8 家，中美独角兽数量在全球

优势明显。

357家独角兽企业国家高新区占56%

我国首台桥梁换运架一体机投用
科技日报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矫阳）20日，河北沧州黄骅市，

在 4小时“天窗期”内，我国重要煤运通道——朔黄铁路成功完成首孔

预应力混凝土T梁的“换、运、架”全部作业，标志着我国首台铁路桥梁

换运架一体机“太行号”正式投用。这也是世界首次在运营铁路不断

线、不停运的情况下，完成对既有桥梁的更换作业，实现“即换即通车”，

填补了世界铁路行业整孔换梁施工、“天窗期”完成线上作业的技术空

白，为我国既有铁路的快速维养与快速迭代，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装备与

成套技术保障。

“目前铁路通用换梁技术主要为台架横移换梁、龙门吊换梁等方

式，完成施工需要长时间断线、改线，对既有铁路行车组织和运营安全

造成影响，且不能满足高墩、复杂地形地貌、无施工台架及作业场地等

特殊情况下的换梁任务。”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换梁项目

负责人吴敬蓬说。

在换梁现场，只见“太行号”搭载着带有道砟及轨排的整孔新梁，在

天窗点开启后，由临近站区编组联运至待换桥位，完成体系转换后，将

既有梁整孔提起装车，架设新梁并精调到位，线路恢复后换运架一体机

运输旧梁离场。换梁后的线路经大机捣固，迅速恢复运营通车。

吴敬蓬告诉记者，“太行号”采用了“两车夹一机”的编组运行方式，

同时首创“收折式”设计理念，具备“整机换、运”的姿态快速转换功能，

折叠状态满足铁路运输要求，无需施工征地；施工不受周围环境的影

响，无需对接触网等附属设施进行迁改，适用于各种复杂工况下的换梁

作业。换梁工序及施工人员大幅减少，整体换梁效率较传统工法提升

2.5倍，真正实现即换即通车。

电推进发动机首次实现在轨“换气”
科技日报北京6月20日电（康亮杰 鲍宜静 记者付毅飞）记者20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近日，在天地协同配合下，天宫空间

站电推进系统大气瓶完成在轨安装任务，该院 801所首次采用“换气”

而非“补气”的方式完成电推进系统推进剂——氙气的补充。

电推进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先将氙气等惰性气体转化为带电离子，

然后把这些离子加速、喷出以产生推进力，进而完成航天器的姿态控

制、轨道修正和轨道维持等任务。在天宫空间站上的使用，是电推进系

统在载人航天领域的首秀。有了大气瓶作“外挂”的空间站电推进系

统，使用寿命将大大延长，对空间站长期安全平稳飞行起到重要作用。

据介绍，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在轨“换气”，研发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种简化版浮动对接形式：通过粗定位导向装置实现机械臂初始定位，

再通过自主精确定位作进一步修正。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对接可靠

性，即便在轨多次拆装也能保证精度满足要求。

同时，由于气瓶安装于统一接口，原则上只要符合接口要求，空间

站电推进系统可以安装容积不同、工作压力不同、填充气体不同的气

瓶。贮气模块的“百搭”特性，不仅极大增加了电推进系统的寿命和可

靠性，也丰富了系统的功能。

考虑到太空环境不可控因素较多，除了支持机械臂自动在轨更换

气瓶，研发团队还设计了航天员手动更换气瓶方案。

本报讯 6月 25日，科技部发布《通

知》，决定举办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现场赛事时间为8月1日至10月31日。

创新挑战赛旨在通过“揭榜比拼”方

式，加快建立以需求为引导、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组合创新资源，解决技术创新

难题，创新项目形成机制，推动以创新驱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质

量发展。

创新挑战赛在科技部指导下，由科

技部火炬中心组织各地方省级科技管理

部门统筹区域内挑战赛各项工作。科技

部火炬中心负责审定工作计划，建设、运

行挑战赛官网和平台，协调各地赛事安

排，对赛事组织管理情况进行评价，开展

赛事宣传、培训和监督等；各地方省级科

技管理部门负责提出辖区内赛事重点领

域，制定实施计划，组织赛事活动，研究

制定有关支持和补助政策等；承办单位

负责赛事具体实施工作。

创新挑战赛聚焦京津冀、长三角区

域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国家战

略，举办生物制造技术、新型显示技术等

9项“专题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重点，举办18项“产业赛”。

各地方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组织承办

单位开展面向本区域（领域）开展需求征

集工作，组织专家团队或委托专业服务

机构对需求进行梳理分析，并由需求方

确认。承办单位发布“挑战须知”，面向全

社会征集挑战者，也可通过知识产权检索、

成果库精准匹配等方式，积极寻找、定位和

动员社会各界的技术持有者参赛。

《通知》要求，各地方省级科技管理部

门要以国家发展战略和关键共性技术为核

心，组织各承办单位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科

学确立赛事定位、制定实施计划，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统筹各方力量，注重赛事实

效，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为经济平

稳运行提供科技支撑。 方山

本报讯 近日，第十届“共享杯”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总结表彰会暨

第十一届大赛启动会在北京举行。大赛

共同组织单位、大赛合作单位、参赛单位

以及获奖选手代表等100余人参加大会。

“共享杯”大赛是科技部批准并指

导，由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办

的面向在校大学生、科研人员和创新企

业开展的一项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大会对第十届“共享杯”大赛情况做

了系统总结，宣布了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和表彰奖励名单，为大赛获奖代表、优秀

组织单位代表等颁发了荣誉证书，分享

了参赛感悟收获与经验做法。第十届大

赛历时 1 年，共有 3000 多个团队、1.3 万

余名参赛选手报名参赛，共收到有效作

品 2900余件，参赛作品数量较上届大赛

增长 29%，涌现出了“食物成瘾脑机交互

控制系统”“全自动多通道细胞荧光分析

系统”“食彩流丹——天然食用色素生物

合成的领跑者”等一大批具有较高应用

价值的创新作品。

“共享杯”大赛自 2013年启动以来，

已成功举办 10届。10年来，大赛始终以

“共享资源、服务创新”为办赛理念，秉承

“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共建共享”办赛模

式，坚持“公正、公平、公益、开放”的办赛

原则，面向全国范围在校大学生、科研人

员和创新企业征选优秀作品。10年来，

“共享杯”大赛得到了全国近千所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的热情关注和积

极参与，征集了数以万计具有实用价值

的创新作品，培育了一大批年轻优秀创

新人才，在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服

务、营造科技资源服务创新创业环境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发展成为我

国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方面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品牌赛事。

会议宣布第十一届“共享杯”大赛正

式启动。第十一届大赛将以“共享科技

资源、成就创新梦想”为主题，为参赛选

手提供更多科研设施与仪器、科学数据、

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等科技资源服务，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更加有力

支撑。新一届大赛将在原有“人口健康”

“农业科学”“计量科学”领域专业赛基础

上增设“地球科学”专业赛，并继续开展

“粤港澳大湾区”分赛。 丁涛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启动

第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将举办

6月22日，在海南陵水海域，“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直径20英寸、总长度约115千米的海底油气长

输管道铺设完工，标志着我国深水长输海底管道建设能力和深水装备技术实现重要突破。图为在海管铺设间隙，施工人员对船舶

托管架进行检修。 新华社发 （韩庆/摄）

6月24日，

成都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火炬传

递重庆站在重

庆大学举行。

图为火炬手杨

健（中）在火炬

传递中。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习近平复信比利时知

名友好人士董博，鼓

励他继续积极促进中

比、中欧友好。

国家高新区增加至178家

政策对新能源汽车

支持力度超强

AI数字分身术

蕴藏哪些危与机

国产量子算力

首次牵手医疗数据

退役潮临

动力电池回收难题何解

2023中国汽车低碳

领跑者计划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