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2万亿元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

为38.6%，同比名义增长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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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活力四射

孕育产业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张兴旺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同比

名义增长9.7%。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活力四射，数字化成果

多点开花。在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机品牌中，中国

厂商占有三席；我国5G发展全球领先，已建成

5G基站近85万个；2020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

11.8万亿元，居全球首位。

数字经济地位突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盘和林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称， 在数字经济领

域，我国在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领域都有显著优势。盘和林举例称，在5G领域，

我国在全球5G基站建设推动最快；在人工智能领

域，我国AI应用层面发展最快，并深入场景。

2021年4月，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白皮书》 显示，2005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为2.6万亿元，2020年达到39.2万亿元，数

字经济有效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信通院认为，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愈发突出，2002年至2020年我国数字经

济占GDP比重由10.0%提升至38.6%。中原证券

称，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

领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信通院指出，我

国数字经济保持高位增长，2020年增速达

9.7%，对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财证券认为，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渗

透，全球进入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

台支撑、智能主导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化转型提速

德邦证券认为，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为支撑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以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时代发展

的基石。

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

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将孕育重大产业投资机会。

盘和林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企业

创新发展，让我国产业体系更加完备，向全球产

业链中高端迈进； 产业数字化深入发展获得新

机遇，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模式层出不穷，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全面加速。我国以数字

化全面革新的产业态势已经形成。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服务

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

为40.7%、21.0%和8.9%，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融合发展向深层次演进。

盘和林认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依靠政策

的支持、市场的力量以及消费者的支持。“我国

消费者愿意接受全新的数字化产品， 数字化产

品市场需求旺盛。 ”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11.8

万亿元， 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432.2万亿元，均

位居全球首位。 新经济形态创造超过2000万个

灵活就业岗位。 信息通信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5G网络建设步伐加快

从“3G突破” 到“4G同步” ，再到“5G引

领” ，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5G从梦想照进现实。 中银证券发布的研报

显示， 过去两年5G业务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三大

运营商的支持与投入。 2020年，三大电信运营商

的5G业务投入创新高。其中，中国移动投入1025

亿元，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合计投入732亿元。

中信证券指出，5G是数字化转型的网络基

础设施，我国5G发展全球领先。 据工信部数据，

当前我国5G网络建设步伐加快， 已建成5G基

站近85万个， 形成全球最大5G独立组网网络，

5G行业应用创新案例已超过1万个。

广发证券认为，随着标准、技术的不断升级

和革新，5G消息的商用逐渐成熟，今年成为5G

消息全面商用落地的关键之年。 5G消息预计可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位置、支付、搜索等应用深

度结合，市场空间巨大。

从智能手机行业看，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受

到全球消费者的欢迎。 在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机

品牌中，三家是中国品牌。 工信部数据显示，国

产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由2015年的不到

20%，提高到2020年的超过40%。

数据显示，“十三五” 时期，我国大数据

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2020年产业

规模超过1万亿元。 平安证券认为，后疫情时

代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

“紫丁香计划”开花结果

黑龙江上市公司发挥特色优势争奇斗艳

●本报记者 宋维东

近年来，黑龙江省紧紧围绕做好“改

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

培育壮大‘新字号’ ” 三篇大文章，持续推

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黑龙江证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曹勇

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在“紫丁香计划” 助推下，黑龙江资

本市场不断蓄力，取得长足进步。 在新的

历史时期，黑龙江特色优势显著，为做强

做大区域资本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

黑龙江全方位振兴中， 辖区上市公司正

以强有力的使命和担当抓住资本市场改

革历史机遇，重视技术创新，进一步做强

主业， 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当地经

济转型升级。

增强市场主体内生动力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

共荣。 黑龙江证监局高度重视资本市场服

务实体经济使命， 聚焦机器人和智能装

备、航空航天、汽车及零部件、石墨及深加

工、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黑龙江优势产

业，逐步打造形成“培训一批、改制一批、

辅导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做强一

批”的新发展格局。

曹勇介绍， 目前黑龙江辖区IPO在审

企业4家，在辅导企业13家。 其中，有4家企

业完成辅导验收。 此外，还有重点培育推

动企业24家，后备资源库154家。

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力实施旨在提高

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的 “紫丁香计划” ，

着力推动更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实现直

接融资，不断做强主营业务，提高企业综

合竞争力。这一计划已“开花结果” 。 2019

年， 新光光电实现科创板首批上市；2020

年，广联航空成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东

北三省首家创业板注册上市企业。 近日，

龙版传媒通过发审会，向资本市场进军又

迈出坚实一步。

一直以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企业上市工作。 黑龙江省“十四五”

规划首次明确了资本市场发展和推进企

业上市目标。 黑龙江省出台关于进一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为提高上市

公司治理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黑龙江省

级财政还出台了对上市企业给予1000万

元资金的奖励政策。

日前， 黑龙江省政府专题召开上市公

司、拟上市公司座谈会，围绕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建立健全资

源挖掘、精准服务、问题解决、政策帮扶、宣

传动员“五大机制” 。

“黑龙江省依托政府部门、交易所、中

介机构的联动机制，发挥‘紫丁香资本市

场学院’ 的‘苗圃’ 功能，强化对资本市场

宣讲以及相关培训工作， 引导企业更加重

视资本市场，规范运作，全面增强市场主体

内生动力。 ” 曹勇说。

服务地方经济

2020年，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营业收

入合计同比增长3.76%， 高于全国增长水

平。 2021年一季度，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

营业收入合计较上年同期增长22.44%，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3.12%。

“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在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 曹勇说，“一

方面， 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 实现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聚集，快速成长为

相关行业的龙头；另一方面，辖区上市公司

通过技术引领和产业链延伸， 带动地方相

关行业企业发展。 ”

例如， 中直股份是我国直升机和通

用、支线飞机科研生产基地。目前，公司已

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Y12轻型多用途飞

机、Z9系列直升机、EC120直升机和转包

国外航空产品四大系列产品的外向型航

空骨干企业。公司还带动上下游行业快速

发展， 其配套企业广联航空深耕复合材

料、飞机零部件及工装领域，于2020年实

现上市。

博实股份是工业机器人研发和应用

领域的龙头， 产品广泛应用于石化化工

后处理成套设备。 葵花药业的“小葵花”

品牌已成为小儿用药领域的知名品牌。

中国一重采取“一重产业园” 模式，主导

成立了高端重型装备产业联盟， 引进10

余家外地装备制造企业到齐齐哈尔投

资， 在本地配套比例已由原来不足20%

上升至52%。

此外， 新光光电引领成立新光飞天光

电产业园，吸引了大批投资人和合作方，打

造光电生态产业链。 园区已形成以新光光

电、工大测控、工大航博、哈船导航、凯纳科

技、 黑龙江水利建设等公司为核心的光电

产业集群。

值得注意的是， 黑龙江辖区市场主体

风险显著下降。 2018年以来，辖区6家上市

公司风险得到化解， 占风险公司总数的

60%； 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违规担

保化解率分别达到92.9%和96.9%；第一大

股东高比例质押公司由峰值时的11家降

至5家，压降幅度达54.55%。 此外，债券违

约规模由最高峰69.84亿元降至26.44亿

元，化解率达62.14%。

特色优势显著

曹勇指出， 近年来黑龙江资本市场

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长期存在的间

接融资多、 直接融资少的问题一直仍未

得到根本解决。 目前，辖区资本市场整体

实力排名靠后，新增上市公司少，企业缺

乏上市意识和观念，一大批优质企业“待

字闺中” 。

“差距就是潜力。我们既要看到差距，更

要看到未来加快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的潜

力，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出路。 ” 曹勇说，

“这种信心来源于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和优

势，来源于黑龙江省企业上市潜力远未发挥

的实际。 ”

在曹勇看来，黑龙江行业优势明显。黑

龙江农业经营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是国

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 充分发挥寒地黑

土、 绿色有机等优势， 聚焦 “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 ，推进现代农业企业、农产品

精深加工企业上市潜力巨大。此外，依托农

业优势，黑龙江已经孵化出完达山、九三等

国内知名食品龙头企业，以及年收入超50

亿元的畜产品加工企业大庄园等一批农业

拟上市企业。

作为老工业基地， 黑龙江省围绕航空

航天、装备制造、石油石化、机器人制造、

生物医药、石墨烯等领域，形

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

产业集群， 涌现出一

批优质拟上市公司。

黑龙江待挖掘

资源丰富。 从企业

纳 税 情 况 看 ，

2020年，黑龙江

省有300余户企

业增值税纳税

金额超 2000

万元，其中包

括众多未上

市的优势

制造业企

业。 有的

民营制造

业企业年盈利

高达6亿元至7亿

元；还有一批行业隐

形冠军企业。

黑龙江科创资源潜力

大。 黑龙江省两院院士超过

40名，科研院所达200多家，年科

技成果产出率位居全国前列。 特别

是科创板实施注册制给硬科技企业发

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批企业技术研发实

力雄厚，甚至是行业翘楚，市场潜力巨大。

不少企业初步具备了上市条件。

“我们只要找准问题号准脉， 对症下

药，结合黑龙江资本市场发展实际，充分发

挥特色优势，形成合力，黑龙江辖区上市公

司质量就能得到不断提升， 高质量发展基

石将进一步夯实。 ” 曹勇说。

厚积薄发 聚势启航

吉林上市公司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吉林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立国日前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吉林辖区

资本市场“十四五”开局良好，长效持久、分

类培育、梯次推进的态势渐已形成，将以全

面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抓手，助推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2020年， 吉林辖区新增上市及过会企

业6家， 既有在光电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的龙

头公司， 也有生物医药领域的头部企业，从

侧面展示出吉林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的成果。

IPO数量实现新突破

近年来，吉林努力打破发展的阻力和瓶

颈，经济转型升级取得较大成绩，上市公司

不断增多，并呈现出“量增质优”的特点。

李立国表示，吉林辖区多层次资本市场

不断扩容，后备资源潜力可期，资本市场韧

性、持续性不断增强。

2020年， 吉林辖区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515.20亿元，同比增长74.74%，领跑东北三

省。其中，上市公司再融资（含并购重组）涉

及金额272.07亿元，为近5年最好水平。全年

新增上市公司4家，2家企业顺利过会，创造

了1998年以来吉林辖区企业上市及过会数

量最多的佳绩。

“资本市场改革为企业上市提供了多

元化渠道。 同时，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对资

本市场的认识有了显著提升。 ”李立国说。

为此，吉林证监局着力强化对在审企业

和拟上市企业的精准指导，积极开展政策宣

传培训和实地调研， 挖掘培育高端装备、生

物制药、生态旅游、新材料、新能源等具有吉

林特色、优势领域的后备资源企业，形成梯

次推进、持续发展的企业上市工作合力和良

好氛围。

此外，积极推动上交所资本市场吉林省

服务基地和深交所吉林省基地落地挂牌，并

与通化、白山、四平等地市政府以及长春新

区签署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合作备忘录。

截至2021年5月末，吉林辖区在辅导企

业10家，并在高端装备、生物制药、汽车制

造等具有吉林特色和优势的领域积聚了一

批规范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

良好的优质后备资源企业。

积极化解风险

“吉林证监局立足监管本位，聚合力、强

监管、控增量、化存量，持续推动上市公司风

险化解， 为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

夯实基础、提供保障。 ”李立国表示，吉林证

监局联合吉林省金融局，发挥监管职能优势

和地方政府属地优势，一企一策，广泛采取

资金、财税等多种措施，化解重点公司风险。

明确严控股票高比例质押要求， 跟踪监

测、持续施压，严控增量；采取约谈、延伸检查

股东、现场督导等方式，压实大股东主体责任，

消化存量，确保高比例质押风险不反弹。同时，

督促存在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的公司限期解

决，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妥善处置退市风险方面，严厉打击通过

财务造假、利益输送等方式恶意规避退市的

行为；推动触及退市指标的两家公司平稳退

市，协调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共同做好退

市风险处置工作。

防控债券违约风险方面，紧盯重点发行

人动态，建立风险防控处置协作机制，优化

债券违约风险市场化处置方式， 严厉查处

“逃废债”等违规行为。

此外，吉林证监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

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鼓励上市公司盘活存

量、提质增效、转型发展；支持辖区公司通过

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方式出清风险，企业

并购重组积极效果充分彰显。

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李立国表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培育辖

区优质企业的摇篮，上市公司成为辖区最具

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代表。一批上市公司已经

成长为辖区优势产业中的骨干龙头企业。

例如，长春高新在基因工程制药、生物

疫苗行业构建了领先的品牌技术优势，产品

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一汽解放在重卡行业

占据龙头地位， 重卡销量连续五年行业第

一，中重卡销量连续四年行业第一，单一品

牌重卡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牵引车销量

连续十五年行业领先，轻型车销量连续五年

实现高速增长。通化东宝在重组人胰岛素领

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科创板公司奥来德是

国内领先的OLED有机发光材料和蒸发源

设备制造企业。

李立国表示， 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扎实，

高校及科研院所资源丰富，这是吉林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基础，更是企业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资源要素。吉林证监局将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紧紧围绕打造“规范、透明、开

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总目标，精

准把脉支招，积极履职、主动作为，坚持监管

与服务并重，紧扣服务实体经济主线，从源

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在推动辖区上市公司

在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保持竞争优势的同时，

在新经济领域要有更大作为，助推吉林经济

高质量发展。

哈 空 调 设 计 制 造 的 世 界 首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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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临界空冷机组

中国一重水压机锻

造厂锻造活件现场

通化东宝重组人胰岛素生产线

一汽解放生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