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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第一”凸显北京科创底色

本报讯（记者 王丹萍）近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我国传统制

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有效支撑制造业

比重保持基本稳定。

《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7 年，工

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

70%，工业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

强度持续下降，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较 2023年下降 13%左右，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超过57%。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以企业为

主体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

构，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率。优化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等制造业领域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布局，鼓励面向传统制造业重点领

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应用示范。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势领

域锻长板，推进强链延链补链，加强

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迭代，完善产业生

态，提升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同时，《指导意见》明确，推动产

业园区和集群整体改造升级。推动

国家高新区、科技产业园区等升级数

字化基础设施，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探索共享制造模式，实施整体数字化

改造。以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引

领，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促进

资源在线化、产能柔性化和产业链协

同化，提升综合竞争力。探索建设区

域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中心，提供海量

数据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开发

等服务，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

业。探索平台化、网络化等组织形式，

发展跨物理边界虚拟园区和集群，构建

虚实结合的产业数字化新生态。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引导

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大力推行绿色

设计，开发推广绿色产品，建设绿色

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供应链。

在传统制造业优势领域培育一批主

导产业鲜明、市场竞争力强的先进制

造业集群、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新华社电（记者 王悦阳） 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船舶制造业绿色

发展行动纲要（2024-2030年）》，其中

提出到2025年，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

体系初步构建，绿色船舶产品供应能

力进一步提升，船用替代燃料和新能

源技术应用与国际同步，液化天然气

（LNG）、甲醇等绿色动力船舶国际市

场份额超过5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绿色发展是船舶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途径，要聚焦现代船舶产业体系建设

目标，加快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行动纲要明确了两个阶段目标，

到2025年，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体系

初步构建。到2030年，船舶制造业绿

色发展体系基本建成，绿色船舶产品

形成完整谱系供应能力，绿色船舶技

术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绿色船舶国际

市场份额保持世界领先。

行动纲要从构建绿色船舶产品

体系、推动制造体系绿色转型、推动

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加强绿色发展

区域协同和国际合作等方面明确了

一系列举措，其中明确提出实施绿色

智能船舶标准化引领工程，优化提升

大型远洋船舶LNG动力船型，加快甲

醇、氨动力船型研发，探索开发燃料

电池等新型动力船型，加快形成绿色

船舶谱系化供给能力。

在加快绿色动力系统研发应用

方面，行动纲要提出实施船舶动力创

新工程，提升传统燃油、LNG 船用发

动机效率，稳步扩大LNG船用发动机

市场应用规模等，同时加快新能源燃

料供给系统、尾气后处理系统、污染

物排放监控系统等研发应用。

科技日报深圳 1月 2日电（记者

罗云鹏）记者 2日获悉，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中

国智能算力产业联盟、人工智能算

力产业生态联盟等机构，近日联合

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白皮书》。

《白皮书》明确了“新一代 AI（人

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定义、特点和

价值，并首次提出“新一代AI基础设

施评估体系”。数据显示，过去 4年，

大模型参数量以年均 400%复合增

长，AI算力需求增长超过15万倍。以

CPU（中央处理器）为中心的传统计

算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大模型、生成

式AI的新要求。

《白皮书》明确了新一代AI基础

设施的定义：以大模型能力输出为核

心平台，集成算力资源、数据服务和

云服务，专门设计用于最大限度提升

大模型和生成式AI应用的表现。

《白皮书》首次提出“新一代AI基
础设施评估体系”，即通过产品技术、

战略愿景、市场生态三大维度共12个

评估指标，对AI基础设施厂商综合能

力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全面评估。

《白皮书》也提到，新一代AI基础

设施的建设将降低大模型开发和应

用门槛，在政企服务、产业和科研创

新等方面创造更大社会价值。

本报讯 （记者 叶伟） 近日从北

京证券交易所获悉，2023年，北交所新

增上市公司 77 家。其中，43 家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 55.8%。

北交所已逐步成为小巨人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融资平台。

据统计，截至 2023年年末，北交所

上市公司数量达 239家，总市值 4496亿

元。在这些上市公司中，中小企业占比

超八成，民营企业占比近九成，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近五成。

此外，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

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数量达 675万户，国

债、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合计超3.92万亿

元，近 900只公募基金产品参与北交所

投资。

分行业看，北交所小巨人企业多属

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覆盖高端装备制

造、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细分领域，

在相关行业拥有高技术壁垒优势以及

优质客户资源。

2023 年 12 月 28 日，莱赛激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上市，成为常州

高新区 2023 年首家北交所上市企业。

莱赛激光此次公开发行股票 1916.67万

股，发行价格 7.28 元/股，募集资金约

1.4 亿元，将用于激光应用智能工厂数

字化升级和研发中心建设等项目。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莱赛激光一直以来深耕建筑工程激光

测量与智能定位应用领域，主要从事研

发生产激光测量和智能传感系列化产

品，产品远销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建筑激光测量仪器在国内中高端产品

市场占有率超过 20%，名列前茅。截至

2023 年 6 月末，莱赛激光拥有专利 80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项、实用新型专利

45项、外观设计专利25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占比，表

明北交所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评审专家、国研新经济研

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从北交所上

市企业的特点看，主要以中小企业和民

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具有较为灵活的

经营机制和创新的业务模式，能快速适

应市场变化。同时，小巨人企业位于产

业基础核心领域、产业链关键环节，专

注于某些特定领域，创新能力突出、拥

有核心技术、细分市场占有率高、质量

效益好，是优质中小企业的核心力量，

这是北交所上市企业中小巨人企业占

比高的重要原因。

朱克力说，北交所上市企业还表现

出良好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吸引了大

量投资者关注。

“这组数据充分体现北交所锚定‘服

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定位，大力支持科

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

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研究员王

勇说，北交所上市企业具有创新性强、成

长性好、以制造业为主、行业和地域分布

广泛、公司治理规范等特点。

王勇表示，北交所聚焦高质量发展

这一首要任务，持续深化改革，加快落

实“深改19条”重点改革举措，进一步巩

固市场发展向好趋势，塑造市场良性生

态，促进市场功能作用发挥，不断增强

对更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前来上市的吸引力。

朱克力说，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北交所要进一步优化上市审核流

程，降低上市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上

市效率；提供专业的上市辅导和咨询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创新融资产品和服务模式，满

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

需求。

在北交所需进一步打造创新型中

小企业主阵地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应借

助北交所加速奔向资本市场，实现腾飞

发展。

王勇说，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应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了解北

交所上市规则、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注重科技创新、规范财务管理以及利用

资本市场资源等措施，进一步壮大发展

自身，争取早日到北交所上市融资，实

现高质量发展。

朱克力表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需制定明确的融资计划和

发展战略，并注重提升自身实力与市场竞

争力。同时要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

运作和管理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

风险控制体系，以更好地利用北交所这

一融资平台实现更快、更稳健的发展。

北交所成小巨人企北交所成小巨人企业重要融资平台业重要融资平台
20232023年新增上市公司年新增上市公司7777家家，，““小巨人小巨人””占比过半占比过半

本报讯（记者 张伟） 连续多年

蝉联全球科研城市第一，“高被引科

学家”首次位居全球第一，R&D 经费

投入强度和独角兽企业数量稳居全国

第一……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科委、中

关村管委会了解到，2023年，北京科技

创新取得沉甸甸的收获，在全国甚至全

球拿到了多项第一。

北京蝉联自然全球科研城市第

一。2023年11月，《自然》（Nature）增刊

发布 2023 年自然指数-全球科研城市

榜单。该榜单显示，排名前十的城市中

有5个中国城市，北京位列世界第一。

北京“高被引科学家”首次位居全

球第一。2023 年 11 月，全球知名科技

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发布 2023年

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北京以 411人

次的数量首次位居全球城市首位。

北京6个学科排名全球第一。在科

学、技术、工程与医学（STEM）领域的

11个学科中，北京在化学科学、地球科

学、环境科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农业兽

医和食品科学、工程等 6个学科中排名

全球第一。

2023 年 11 月，清华大学、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发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指数2023》报告显示，旧金山-圣何塞、纽

约、北京连续两年保持全球前三名。

北京R&D经费投入强度稳居全国

第一。2023 年 9 月，国家统计局、科学

技术部、财政部发布《2022 年全国科技

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2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排名

中，北京以占比6.83%排名第一。

北京获中国专利奖数量连续3年居

全国第一。2023年 7月，国家知识产权

局公布了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授奖

决定。北京地区共有152件专利荣获第

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其中金奖8项，占

全国总数的 20.5%；银奖 23 项，占全国

总数的 30.7%；优秀奖 121项，占全国总

数的14.7%，北京地区金奖、银奖获奖数

量连续3年稳居全国首位。

北京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18件，

排名全国第一。2023 年 4 月，《2022 年

北京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其中显示，北京2022年专利授权量突破

20万件，达到 20.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量8.8万件，商标注册量38.7万件，

著作权登记量105.4万件。截至2022年

12 月，北京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18.3 件，稳居全国第一。截至 2022 年

年底，北京市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达

到5家，数量同样居全国首位。

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北京排名

第一。2023 年 5 月，《全国科技创新百

强指数报告2023（企业、高校、研究机构

篇）》发布，在企业、高校、研究机构 3个

类别中，北京入围数量均领跑全国。其

中，112家企业入围全国科技创新企业

500强，10所高校入围全国科技创新高

校 50 强，28 家研究机构入围全国科技

创新研究机构50强，北京对全国科技创

新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北京蝉联中国城市科创发展指数

第一。2023年 2月，首都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中国城市科技创新

发展报告（2022）》。在报告发布的2022
年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中，

北京蝉联榜首。

北京独角兽企业数量达 114家，始

终保持全国第一。根据 2023年 12月份

最新梳理情况，截至目前北京独角兽企

业数量114家，较2023年中期增加6家，

较2022年同期增加12家，近5年来保持

平稳增长态势。北京独角兽企业总估

值达 521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估值过

百亿美元）5家，硬科技独角兽企业占比

60%以上。

中关村示范区位列国家高新区综

合评价排名第一。2023 年 2 月公布的

2022 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显

示，中关村示范区在全国 169家国家高

新区综合评价中位列第一位。

中关村蝉联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

区竞争力第一。2023 年 10 月，在由国

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

心举办的“2023 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

会”上，现场发布的最新版中国生物

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竞争力评价及分

析报告显示，在 2022 年国家生物医药

产业园区竞争力排名中，中关村示范

区综合竞争力蝉联第 1名，其中，环境、

技术、人才、合作等4个单项竞争力排名

均位列第1名。

八部门加快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

1月 1日，满载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货物的X9014次连云港中

欧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出发，将由霍尔果斯出境驶往中亚。这是

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连云港2024年开行的第一趟中欧班列。2023年连云港中

欧班列累计完成班列到发806列，同比增长10.7%。图为X9014次连云港中欧班

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出发（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王健民/摄）

2025年船舶制造业
绿色发展体系初步构建

《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白皮书》发布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莱赛激光在北交所敲钟上市。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莱赛激光莱赛激光

近日，由中国铁建铁四院

设计、中铁十四局施工的青岛

胶州湾第二隧道主线隧道开始

盾构掘进，标志着我国建设规

模最大、长度最长的海底道路

隧道主体正式开启盾构穿海作

业。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连接

青岛主城区和国家级新区青岛

西海岸新区，设计时速 80 公

里。工程全长17.48公里，其中

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包括长

达9.95公里的海域段。图为中

铁十四局技术人员在盾构掘进

开始前检查“海天号”盾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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