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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举行荣誉

称号颁授仪式，习近平

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

位颁授奖旗。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

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

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

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向所罗门群岛

新任总督卡普致贺电。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

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

致贺信。

▼▼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几内亚比绍

总统恩巴洛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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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

总理哈西娜。

习近平会见匈牙利

总理欧尔班。

如何让科技金融催生产业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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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

案》，首次明确了科技金融的“施工图”。

业界人士表示，《工作方案》提出“加强基础

制度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为各类创新主体

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

务”，为金融“活水”浇灌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

科技金融扮演关键角色

近年来，中央加大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

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科技—产

业—金融”良性循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科技金融被放在首位。

“科技金融之所以被置于重要位置，是因为

它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复

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随着全球

经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科技创新成为国

家竞争力的核心。然而，科技创新周期长、不确

定性高，需要大量且持续的资金支持。科技金融

通过整合金融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渠道，

帮助科技企业克服初创期的“死亡谷”，加速了科

技成果的商业化进程。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每一个科技创新的重

点领域都迫切需要资金保障，需要科技金融发力。

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表示，科技

成果转化的 3 个阶段：“从 0 到 1”“从 1 到 10”和

“从 10到 100”，无论是哪一个阶段都离不开金融

的高质量服务。他提出，打通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堵

点，不仅要转变思路、创新模式，还要专营专注，优化组

织管理机制，打造更多适配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专业机

构。

科技金融力度要大

数据显示，2023 年年末，获得贷款支持的高

新技术企业 21.75万家，获贷率为 54.2%。科技型

中小企业获贷率升至 46.8%。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的力度、广度、精度不断加大，让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

变成产品、形成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对此，刘典指出，政府层面，通过设立科技

引导基金、提供税收优惠、搭建科技金融服务

平台等方式，激发了市场活力。金融机构方

面，开发了针对科技企业的信贷产品，如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科技保险等，有效缓解了科技企业

融资难题。同时，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如

科创板的推出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了直接融

资的便利。

“这些举措显著提升了科技企业的融资效

率，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刘典说。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指出，近年来，为

适应新的战略需要，金融系统把支持科技创新作

为优化资金配置结构的重要方向。例如，在2022
年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

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带动银行发放相关贷

款近 2万亿元；2024年又新设立 5000亿元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本报讯（记者 管晶晶） 北京邮电大

学张平院士团队率先搭建了国际首个通信

与智能融合的6G外场试验网，验证了 4G、

5G 链路具备 6G 传输能力的可行性，实现

了6G主要场景下通信性能的全面提升。7
月 10日，在中国通信学会举办的“信息论：

经典与现代”学术研讨会上，这一我国通信

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吸引了业界目光。

现有的经典通信技术源自美国科学家

香农 1948年提出的信息论。70多年来，在

经典信息论指导下，通信技术获得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但已逐步逼近理论极限，存在

触及容量提升难、覆盖成本高、系统能耗大

等技术“天花板”。如何突破经典信息论的

极限，推动未来通信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是

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张平院士团队在信息论领域大

胆探索，提出了语义信息论，从同义映射这

一核心概念出发，建立完整的语义信息理

论框架，全面扩展了通信系统的理论极

限。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信息基础理论上的

原创突破，其重要论文《语义通信的数学理

论》，发表在我国通信领域顶级期刊《通信

学报》上。

在语义信息论指导下，该团队建立了语

义基物理模型，是通信和智能融合的基础。

以语义基模型为基础，他们进一步提出了非

线性变换编码、模分多址、语义全双工等多

项代表性的语义通信关键技术，搭建了国际

首个面向 6G通信与智能融合的外场试验

网。该试验网验证了语义通信在4G、5G链

路上可以达到6G传输能力，语义信道容量

突破了香农极限对通信系统的禁锢，可以支

撑沉浸式通信、泛在连接、超高可靠低时延

等6G主要场景的全面性能提升。

6G外场试验网的成功搭建，为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等提供了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

前期验证环境，降低6G研究门槛，形成贯通

理论、技术、标准和应用的全产业链创新环

境，促进跨领域合作。

张平介绍说，目前这一技术已在沉浸式

视频传输、智能网联车、无人机网络、泛在连

接卫星通信等场景验证了优异性能。现代

语义通信将推动未来通信技术的范式转变，

赋能数字经济新业态。

我国无人机企业总数超过我国无人机企业总数超过11..44万家万家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民航局

局长宋志勇在会上介绍说，目前我国持有现行有效的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的无人机企业总数超过 1.4万家，持有无人

机操控员执照的人数超过22.5万人。

宋志勇进一步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无人机将近60.8
万架，较去年年底增长了 48%。无人机累计飞行小时数达到了

981.6万小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4万小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

出，我国低空经济正在步入快速成长新阶段。

宋志勇表示，为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民航局作为行业

管理部门，重点开展了5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适航审定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完善无人机相关技术规

范标准，探索创新无人机适航审定模式；针对低空经济发展对通

用机场规划、布局、功能等方面的新需求，推动完善通用机场、临

时起降点、垂直起降场地建设和运行标准；与地方政府共同推进

空天地一体的低空通信导航监视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区域和飞

行服务站三级飞行服务体系，逐步实现低空飞行“一站式”服务；

建立健全运输航空、传统通用航空、无人机等融合运行场景下各

类飞行活动的安全运行规则、标准以及相关监管政策；规范市场

管理，聚焦不同场景业态的市场准入、事中事后监管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壮大市场规模，构建良

好的低空经济市场生态。 丁涛

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超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超44万亿元万亿元
本报讯 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

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

规模达4.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9%；租赁资产余额3.97万亿元，

同比增长 9.27%；2023年直接租赁业务投放 2814.87亿元，同比增

长 63.39%，占租赁业务投放总额的 16.42%，同比上升 4.31个百分

点。

2023年，金融租赁公司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领域

分别新增投放1452.51亿元、5712.33亿元和1233.68亿元，近3年复

合增长率分别为43.40%、75.47%和32.20%，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

动行业可持续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金融租赁公司聚焦飞机、船舶等优势领域，全方位

提升核心业务竞争力。2023年，在航空业务方面，金融租赁公司

总机队规模达 1873架，占中国租赁机队总规模的近 80%，在当年

新增航空租赁业务中，境外业务占比达58%。在航运业务方面，金

融租赁公司船舶总量达2047艘，共计1.2亿总吨，在中国租赁船队

中占比 78.8%，2023年新增的 165艘租赁船舶中，非中国旗船舶占

86%，助力中国船厂新船交付全球占比首次超过50%。

此外，2023年，金融租赁公司面向中小微企业新增投放 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36.07%；截至2023年年末，中小微企业租赁资产

余额为2.03万亿元，同比增长9.33%。 方山

▶ 本报记者 张伟

本报讯（记者 王丹萍）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网站就《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

件（2024 年本）》《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

管理办法（2024 年本）》（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据悉，《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于

2013 年首次发布，并于 2015 年、2018 年、

2021年进行了 3次修订，此次修订主要包

括6个方面的内容。

调整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规范条

件》提出，引导光伏企业减少单纯扩大

产能的光伏制造项目，加强技术创新、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新建和

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

为 30%。

对光伏制造企业提出新要求。其中

包括光伏制造企业应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具有太阳能光伏产品独立生产、供

应和售后服务能力；具有应用于主营业

务并实现产业化的核心专利，研发生产

的产品应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

规定，且近3年未出现侵权行为等。

提高部分技术指标要求。如提升 P
型、N型单晶硅片少子寿命，提升多晶硅电

池、P型单晶硅电池和N型单晶硅电池的

平均光电转换效率等。

丰富绿色制造内容。《规范条件》提

出，鼓励企业将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及

绿色化等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检测和

服务的各个环节。

鼓励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和知识产权

保护。《规范条件》提出，鼓励企业参与太

阳能光伏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制修

订和国际标准化活动，加强《太阳能光伏

产业综合标准化技术体系》实施。

加强光伏行业规范企业名单动态管

理。《规范条件》提出，进入公告名单的光

伏制造企业须按要求定期提交自查报告。

近日，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由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制的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工程样机

“开拓二号”成功完成海试。“开拓二号”连续完成5次着底采矿，取回深海多金属结壳与结核，实现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海试水深首次突

破4000米，最深达4102.8米，在国内首创深海复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等深海采矿领域多项技术。图为“开拓二

号”海试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中国科学家在信息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原创突破

我国搭建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我国搭建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融合的66GG试验网试验网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再修订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再修订

暑期，安徽省科技馆在常设展览之外开展研学营、

科学课程、科学实验等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

的活动中感受科技魅力。图为 7月 10日，在安徽省科

技馆，小朋友观察海水淡化科学实验。

新华社记者 傅天/摄

空天信息产业腾“空”向“天”

国产新能源汽车

累计产销超3000万辆

中国互联网

有望在AI中得以重塑

漂浮式风电正在挺进“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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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创新澎湃成果转化新活力

纯国产移动终端操作系统

华为鸿蒙初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