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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本报讯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

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4%，连续

3 个月保持增长，其中 6 月同比增长

2.3%。

“上半年，随着稳经济、扩内需、促

消费政策举措效果持续显现，国内消

费市场逐步复苏，轻工业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有力支撑工业经济稳增长。”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说。

生产延续恢复态势，上半年部分

快速消费品、日用消费品及家用电器

等耐用消费品类产量实现较快增长，

空调、电冰箱、电冷热饮水机产量增速

均超 10%。内需市场持续复苏，上半

年，轻工 11类商品零售额 3.5012万亿

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5.4%，

同比增长 6.3%。对新兴市场出口快

速增长，1-5 月轻工商品出口 375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轻工商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同比增长

14.8%，对东盟出口增长12.6%。

值得一提的是，新动能行业实现

较快增长。今年以来，以太阳能电池、

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等为代表的轻

工绿色制造、智能制造行业快速成长，

成为推动轻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从生产看，上半年，太阳能电池、

助动车制造和家用电器制造增加值分

别增长 23.3%、10.7%、8.4%。从经营

看，上半年，助动车、家用电器制造行

业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

轻工业稳步增长的强劲动力。

“上半年，轻工业经济运行成绩的

取得十分不易，再次展现轻工业的较

强韧性。”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轻工业作为我国传统优势

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需要加快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坚定推动数字化转型，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从

而保持修复态势、巩固回升基础，推动

轻工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姚雯

本报讯（记者 叶伟） 7 月 26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例行吹风会上，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欧鸿表示，截至

今年 6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7.1亿千瓦。其中上半年新增发电装

机容量1.41亿千瓦。

欧鸿说，上半年经济回升，加上

今年夏季高温天气来得早、范围大，

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同期少见的

酷热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快速增长，

全国日发电量和用电负荷持续攀升，

连创历史新高。

为此，相关部门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

作，强化电力保供形势预测。持续加

强燃料供应保障。强化电煤中长期

合同履约监管，增加顶峰发电天然气

供应，确保一次燃料需求得到充分满

足。督促各类发电机组应发尽发。

确保火电出力保持在历史较好水平，

优化运行方式保持水电顶峰出力，促

进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多发多用。

同时，适度超前优化电力供应布

局，全力抓好重大电力项目投产工

作。上半年投产及并网的支撑性电

源约 3000万千瓦。截至 6月底，我国

“西电东送”输电能力已超过 3 亿千

瓦，其中跨省跨区直流通道度夏期间

最大输电能力可达1.8亿千瓦，较去年

同期提升约1750万千瓦。

值得注意得是，风电光伏发电装

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新增电

源装机和新增发电量的双重主体，在电

力保供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据统计，

1-6月，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占全国新增

装机的比重达到 71%，新增发电量占

全国新增发电量 54%以上，有力满足

了全国新增电量需求。

新华社电（记者 姚均芳）近日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获悉，截至6月末，

上交所绿色债券累计发行5681亿元，

其中绿色公司债券 3677 亿元，绿色

ABS（资产支持证券）2004亿元。

据了解，相关绿色债券发行人包

括大型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上

市及非上市公司等各类主体，主体资

质较优；其中，国有企业是目前绿色

债券发行的主力军。

上交所表示，绿色债券的募集资

金投向覆盖了节能、污染防治、资源

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

源及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领

域，有效引导了社会资本投向国家政

策支持的各绿色领域。

据悉，作为我国重要金融基础设

施，上交所下一步将持续优化绿色债

券制度建设，为实体企业提供绿色领

域融资支持，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适合绿色

经济活动的融资服务机制，持续提升

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便利性。同时，

健全评价考核制度，在年底设置绿色

债券单独评优奖项，对积极参与绿色

债券发行的发行人、主承销商、投资

人等给予激励，鼓励市场参与主体加

大对绿色债券的参与力度。

7月 25日，以“锚定新型工业化 开

新局再出发”为主题的2023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 50 余家

国家高新区及省级高新区代表与多位

新型工业化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相关人士，就“高新

区如何快人一步，率先推进新型工业

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话

题，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共识。

统筹做好“强”“融”“优”

“高新区是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阵地，在现代化全

局中地位突出、作用突出。”十三届全国

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认为，立足

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战略高度，未来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要做

好“强”“融”“优”3项工作。

在“强”的方面，高新区要做强产业

支撑。一方面，高新区要巩固传统优势

产业领先地位，积极推进传统产业强链

和优势产业延链，促进产业链价值链提

升；要采取更大力度推进短板产业补

链，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齐基础零部

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

基础工艺等“五基”短板。

另一方面，高新区要发展未来产业

培育竞争新优势。加快在脑科学与类

脑智能、量子信息、细胞与基因、未来网

络、深海空天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

域谋划布局，支持手段要从“给政策”转

为“给场景”，打造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

体系。

在“融”的方面，高新区要构建融合

型产业生态。高新区要把握趋势、保持

定力、敢为人先，正确处理好第一二三

产业的关系，避免割裂对立，推动产业

深度融合。同时，要坚持大中小企业融

通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过度把

资金、设备等资源向大企业倾斜，要做

到既抓大也不放小，搭建大中小企业的

交流、展示、对接、服务平台，积极推动

在技术创新、产品配套、市场开拓等方

面深入合作，释放大企业活力、激发中

小企业潜力。

在“优”的方面，高新区要优化产业

环境。高新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

程中，要更为全面做好改革创新和制度

优化，对人才、资金、政策、产业治理等

方方面面均要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

计，形成更加高效、稳定的要素供给能

力与产业发展环境。

重点推进“工业+创新”

“新型工业化背景之下，高新区实

现高质量发展，就是做好工业创新。”赛

迪顾问高级副总裁文芳说，高新区要重

点推进“工业+创新”，关键是重塑服务

模式、扩展创新边界。此外，还需理顺

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增长和效率的关

系、发展与治理的关系。

文芳表示，从科技创新走向工业创

新，高新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新

区要关注两个重要转变：从服务提供者

到服务组织者的转变，从园区管理者向

园区服务者转变。

“从管理企业到服务企业，这个转

变已经实现了一个新跨越。”文芳说，而

从服务的提供者到服务的管理者，建议

高新区把现在在做的诸多工作，进一步

做实、做透。比如，高新区服务的核心

重点是企业，未来要进一步围绕产业链

进行服务布局，由单一的企业服务转向

点线面，服务覆盖面要从企业端延伸到

产业链端和产业集群端。围绕产业链

服务，高新区要做好大中小企业融通工

作。此外国家高新区要牵手省级高新

区形成合力，在区域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上实现共赢。

在实践经验交流环节，合肥高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吕波分享了合肥高新区

在创新平台、创新生态、梯度培育、数据

赋能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他表示，合肥

高新区正加速培育量子科技、空天信息

等未来产业，积蓄未来发展新动力，创

品牌抢先机。

天津滨海高新区党委常委、管委会

副主任崔同湘则提出了新时期天津滨

海高新区发展思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以深层次协

同创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

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张瑛重点介绍了苏州高新区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

业、城市、人文等四个方面的融合经验。

高新区新型高新区新型工业化之路如何走工业化之路如何走

本报讯（记者 叶伟） 7月 26日，

从杭州市举行的 2023全国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我

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2 万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 9.8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达 21.5 万家，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1.2 万家小巨

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超 1万家。超四

成小巨人企业聚集在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

超六成深耕工业基础领域。从创新能

力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超 20
万件发明专利，户均发明专利约 17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主要起草单

位，制修订标准总计近4万个，户均超3
个。从配套能力看，小巨人企业普遍与

大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超九成为国

内外知名大企业配套。

湖北力生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派繁忙景象，机器满负荷运转，技术工人

正熟练地操控着智能化机器有序进行电

缆加工生产，一盘盘电缆从生产线上源

源不断送往仓库，准备发往各地。

湖北力生电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万婷说：“今年力生电缆克服大环境带

来的冲击，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

竞争力，配合主动走出去战略在武汉、

荆门、十堰、南阳等周边城市积极布局，

大力拓展销售渠道，上半年销售收入同

比大幅度增长，预计全年将实现销售收

入4亿元。”

据悉，湖北力生电缆有限公司创建

于2016年，是一家集专业电线电缆产品

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民营企业。近年来，力生电缆持续增加

产品创新投入，先后获得 28 项实用新

型国家专利证书，2021 年 12 月，该企

业获评湖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称誉。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

力军，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的

“领头羊”。近年来，我国以提升中小

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为目标，

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引导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专

精特新企业集聚，鼓励更多中小企业

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实施数字化

赋能、科技成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

赋值中小企业“三赋”专项行动，以产

业链供应链为纽带促进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企

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在制造业强链补

链中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各地多措并举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让更多中小企业长成小巨

人。比如，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

施《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出大力

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创新能级提

升工程、协作配套强链工程、质量品

牌创优工程、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

数字技术赋能工程、特色金融助力工

程、服务体系升级工程“八大工程”，

计划 3 年累计培育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 300 家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500
家，江苏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万家

以上，创新型中小企业 5 万家以上，推

动江苏制造向智造升级。

浙江省修订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

微企业发展条例》，以立法形式保障、引

导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据悉，

该《条例》共 10 章、65 条，从创业扶持、

创新推动、市场开拓、财税支持、融资促

进、服务措施、权益保护、监督检查等方

面，明确了各方主体服务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的举措和责任。

与此同时，融资环境不断优化，厚

植专精特新培育沃土。此次会上发布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情况报

告》显示，截至今年 6月底，1600多家专

精特新企业在A股上市，占到A股已上

市企业的30%左右。

“今年上半年 173家A股上市企业

中有 11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到

A股新上市企业的66%。其中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有 70 多家，占到新上市企

业的 40%以上。”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中心副主任李妍说，“在直接融资

方面，专精特新企业的优质表现得到资

本市场青睐，专精特新企业逐步成为资

本市场上市的主力军。”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表示，下一步将

抓紧制定出台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更多暖企惠

企利企政策。此外，将着力健全公共服

务体系，完善国家、省、市、县四级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体系，高质量抓好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工作。

截至6月末上交所绿色债券
累计发行5681亿元

上半年全国新增发电量
风电光伏占比超54%

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
连续3个月增长

7月26日，共青团杭州市委员会、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在

余杭区仓前街道一处项目工地举办杭州市建筑青工技能比武大赛，

比赛设置挖掘机、砌筑、电焊等技能比拼，吸引15家建筑施工企业的

135名青年工人参赛。图为青年建筑工人在杭州一处项目工地操作

挖掘机完成投篮任务。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2万家

7月26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

能机器人”重点专项“重大科学基础

设施 FAST 运行维护作业机器人系

统”项目，在“中国天眼”通过现场验

收，智能机器人为“中国天眼”提供运

行维护保障。此次通过验收的项目

包括 5套机器人系统和平台，分别是

馈源支撑缆索及滑车检测机器人、促

动器自动化维护机器人平台系统、反

射面激光靶标维护机器人、馈源接收

机拆装机器人及无线电干扰智能监测

系统、馈源舱全天候智能测量系统。

左图：专家在查看馈源支撑缆索

及滑车检测机器人。

右图：专家在“中国天眼”馈源舱

前进行现场考察。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