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

本报记者 董添

5月2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 展望2023年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提出，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

展，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壮大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数字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业内人士表示，数字

技术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预计资本市场会进

一步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

《报告》明确，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 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

按照适度超前原则，深入推进5G网络、千兆光网规模化部署和应用，着

力提升IPv6性能和服务能力，推动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北斗

规模应用。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推动东西部算力高效互

补和协同联动。深化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深入打通经济社会

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 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 加快健全数据管理体制

机制，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推动数据资源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整合

归集、共享利用。 建设完善国家基础数据库，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

等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健全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促进公共数据高

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 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

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

数字政务。引导各类平台和广大网民加强优质网络文化产品创作，强化

网络版权保护。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快

推进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速完善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用高度协同的创新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在数字技

术创新体系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转化

收益分配机制。

此外，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 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持续

完善数字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数字领域技术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带

动数字技术产业创新。 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科学、高效、有序的

管网治网格局。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

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 。

数字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日益深化，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数字企业加快推进技术、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提升，不

断培育发展新动能。

2022年， 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5.4万亿元， 同比增长

5.5%。软件业收入跃上十万亿元台阶，达1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2%。

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达到70128亿元，同比增长11.7%，占全行业收

入的比重达64.9%；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10427亿元，同比增

长8.7%，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比重达14.9%；集成电路设计收入2797

亿元，同比增长12%；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11044亿元，同比增长

18.5%。 电信业务收入达1.58万亿元，同比增长7.5%。

数字文化市场用户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络视频用

户规模近10.31亿，网民使用率达96.5%，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

10亿， 网民使用率达94.8%。 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 同比增长

6.7%。 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超过6亿，占网民整体的六成以上。

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链延伸，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智

能灌溉、精准施肥、智能温室、产品溯源等新模式得到广泛推广。 基于北

斗系统的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超过10万台（套），覆盖深耕、插秧、播种、

收获、秸秆处理等环节。

整体来看，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主要表现在数

字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数字企业创

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数字政务协同服务效能大幅提升等方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认为， 数字技

术在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扎实推进，数字社会治理能力取得长足提升。预计资本市场会进一步

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更好地调动各方力量

建设数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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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增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炭材）因经营发展需要，拟通过向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16,102.98万元，用于补充成都炭材

流动资金。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放弃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认购权，公司关联法人

及部分关联自然人拟以现金认购方式参与成都炭材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直接持

有成都炭材的股权比例将由99%降低至89.15%，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定向增发股票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截至本次定向增发股票为止，过去12个月内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公司与同一

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成都炭材本次定向增发股票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豁免核准发行的情形，尚

需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同意定向发行的函后方可发行，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敬请投资者

注意。 除此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炭材于2023年3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挂牌（证券代码：874035），主营业务为

等静压石墨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目前中国生产等静压石墨制品质量较好、规格较大、产量较高的专业研发生产企

业。 公司持有成都炭材99%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股份。

为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保持业务规模持续成长，保障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盈利水

平和抗风险能力，成都炭材拟进行定向增发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3,976.045万股股票，发行价格4.0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不超过16,102.98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成都炭材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其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36,000万元增加到39,976.045万元。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放弃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认购权，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直接

持有成都炭材的股权比例将由99%降低至89.15%，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及董事闫奎兴先生、宋宏谋先生、刘一男先生、敖新华

先生、黄成仁先生、黄智华先生、郭建民先生、郭启勇先生、徐志新先生、邱亚鹏先生、唐贵林先生；公司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党锡江先生、张天军先生、徐鹏先生、吴锋先生、马卓先生、江国利先生、舒文波先生、庄晓茹女士；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

现成都炭材董事邱宗元先生拟以现金参与认购合计金额不超过14,64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上述法人、自然人系公司关联人，故上述法人、自然人参与成都炭材

定向增发股票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增发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党锡江先生、张天军先生、徐鹏先生、吴锋先生、马卓先生、江国利先生和舒文波先生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次定向增发股票为止，过去12个月内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一）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19656393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4月24日

主要经营业务：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

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关联关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自然人

1.方威先生，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为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2.闫奎兴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宋宏谋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刘一男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敖新华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黄成仁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黄智华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郭建民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郭启勇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徐志新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邱亚鹏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唐贵林先生，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3.党锡江先生，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天军先生，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徐鹏先生，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吴锋先生，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马卓先生，方大

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国利先生，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舒文波先生，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庄晓茹女士，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4.邱宗元先生过去12个月曾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现任成都炭材董事。

三、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6538953XM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虓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二路88号

营业期限：2004年10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碳素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经营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和科

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机械加工；碳素制品科研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194.36 177,092.81

负债总额 60,660.26 79,622.47

净资产 105,534.11 97,470.35

项目 2023年1-3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519.02 79,822.47

净利润 8,001.02 34,247.56

（三）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额（股） 持股比例

1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6,400,000 99%

2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 1%

总计 360,000,000 100%

四、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对象：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现有在册股东均放弃本次定向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2.发行对象、数量及认购方式

成都炭材本次定向股票发行共向67名投资者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司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发行股票不超过3,976.045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102.98万元。 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以实际认购结果为准。

拟认购本次发行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股） 认购方式

1 李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6,913 现金

2 及海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3 邱宗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4 刘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8,148 现金

5 王永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8,148 现金

6 雍龙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4,074 现金

7 姜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9,382 现金

8 邹光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345 现金

9 陈泰达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9,382 现金

10 王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11 居琪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12 梁建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13 凌建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14 徐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7,530 现金

15 苏启晖 核心员工 148,148 现金

16 王树 核心员工 197,530 现金

17 雷斌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18 潘胜友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19 江紫英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20 崔国龙 核心员工 37,037 现金

21 赵世贵 核心员工 98,765 现金

22 朱刚 核心员工 61,728 现金

23 卢庆鸿 核心员工 61,728 现金

24 蒋中松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25 文江云 核心员工 37,037 现金

26 易振武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27 冯超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28 马红鱼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29 余波 核心员工 37,037 现金

30 冯加民 核心员工 98,765 现金

31 杨波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32 邓江龙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33 张鹏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34 胡启柏 核心员工 49,382 现金

35 邓友缘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36 曾林飞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37 薛常建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38 陈建勇 核心员工 7,407 现金

39 高银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40 彭杉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41 李端明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42 廖军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43 张利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44 李武 核心员工 12,345 现金

45 赵科 核心员工 61,728 现金

46 方威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7,407,407 现金

47 闫奎兴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246,913 现金

48 宋宏谋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246,913 现金

49 刘一男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0 敖新华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1 黄成仁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2 黄智华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3 郭建民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4 党锡江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5 郭启勇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6 邱亚鹏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7 唐贵林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8 徐志新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59 张天军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0 徐鹏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1 吴锋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2 马卓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3 江国利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4 舒文波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5 庄晓茹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66 陈立勤 其他自然人投资者 197,53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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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24,691,358 现金

合计 - - 39,760,450 -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1.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05元。

2.定价方法及定价合理性

（1）报告期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3]22183号），截至2022年12月31日，归

属于成都炭材股东的净资产为97,470.35万元，归属于成都炭材股东的净利润为34,247.56万元，每股净资产为2.71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为0.95元/股。

（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方亚事评报字[2023]第01-553号），以2022年12月31日为资产评

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97,470.35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45,785.00万元，增值额为48,314.65万元，增值率为49.57%。 每股评估价值为4.05元/股。

（3）前次发行价格

成都炭材自挂牌来未进行过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前次发行价格。

（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

成都炭材属于基础层、采用集合竞价交易的挂牌公司，成都炭材自挂牌以来，二级市场暂无交易，未能形成连续交易价

格，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不具备参考性。

（5）同行业可比公司市盈率情况

成都炭材业务属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主要从事等静压石墨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成都炭材同行业可比公司与成

都炭材本次定向发行董事会召开日的市盈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市盈率（LYR)

金博股份（688598.SH） 26.46

东方碳素（832175.NQ） 11.16

宁新新材（839719.NQ） 13.53

新成新材（430493.NQ） -33.44

数据来源WIND，成都炭材同行业可比公司均为2022年度数据。

成都炭材本次发行市盈率为4.26倍。 同行业可比公司由于业务规模及产品结构、收入及利润、股票交易活跃程度等与

成都炭材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同行业挂牌及上市公司市场估值情况、发行的市盈率参考性较弱。其中，金博股份为科创板

上市公司，其股票交易活跃程度远高于成都炭材，因此金博股份的市盈率高于成都炭材具有合理性；此外，东方碳素、宁新

新材及新成新材的主要产品为模压石墨，模压石墨在工艺难度、精密程度、产品售价、适用广度等多方面较等静压石墨均有

一定差异，且东方碳素、宁新新材及新成新材2022年度收入及利润规模远低于成都炭材，因此，相关公司的市盈率参考性

较弱。

（6）报告期内权益分派

报告期内，成都炭材共实施过1次权益分派，为2020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成都炭材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5,7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股利2.20元，共计分配69,454.00万元。

综合考虑成都炭材所处行业、成长性、资产评估价格、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结合成都炭材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预

期，成都炭材与发行对象经友好协商后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4.05元/股，本次发行价格具有合理性。

五、 本事项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定向增发有利于成都炭材增强其资本实力，优化财务结构，完善股权结构，以实现其业务扩大发展，增强市场竞争

力，符合成都炭材的战略发展规划与长远利益。

本次成都炭材定向发行股票完成后，成都炭材仍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亦不构

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情况

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增发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党锡江先生、张天军先生、徐鹏先生、吴锋先生、马卓先生、江国利先生和舒文波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

其余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成都炭材本次定向发行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保持业务规模持续成长，保障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董事会表决程

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今年618有点“卷”

多家电商平台启动预售

●本报记者 杨洁

一年一度的618大型促销活动拉开序幕。 5月23日，京东、

唯品会均启动2023年618预售。5月26日，淘宝天猫618预售也

将开始。

今年618大促有点“卷” ，直接降价成为电商平台青睐的

策略。 业内人士表示，电商平台加大投入力度，全方位扶持今

年618促销活动， 有望成为推动二季度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之一。

电商平台加大投入

“今年618，京东聚焦多、快、好、省，为消费者打造最简

单、最实惠、最省心的消费体验。”京东零售CEO辛利军在618

启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京东618将围绕产品、价格、服务进

行全方位加码。

据介绍，今年京东618补贴力度远超以往。 同时，在商品

价格直降基础上，消费者有机会每天领取三张“满200元减20

元”补贴券，除特殊商品外全场所有商品均可使用。

此外，京东专门推出了“大家来找茬儿” 活动，用户如果

发现享受京东百亿补贴后的商品价格高于其他平台同款商

品，在提交赔付申请经后台确认后，可以获得双倍差价赔偿。

唯品会618活动同日开启预售。 唯品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618， 唯品会将采取一件立减无需凑单的优惠方式。 此

外，推出狂秒栏目，500款爆款商品将在60天最低价基础上再

打8折，部分商品甚至降至5折。

另外，淘宝天猫将于5月26日开启618预售。 淘宝天猫表

示，将首次新增聚划算直降专场。同时，为方便消费者比价，淘

宝近日上线“有好价” 频道，实时显示当前“淘宝内最新低价

商品” 。

抖音电商团队此前表示， 本届抖音电商618将分为蓄水

期（5月25日至5月30日）和正式期（5月31日至6月18日）两

个阶段。 抖音电商会采取满150元减25元的跨店满减与定金

预售方式。

抢抓消费复苏机遇

方正证券表示，梳理2023年618活动规则，可以看到各电

商平台给予更大力度、更全方位的扶持。 618促销活动有望成

为推动二季度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5月23日晚， 唯品会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 第一季

度，唯品会实现净营收275亿元，同比增长9.1%；Non-GAAP

（非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为21亿元，同比增长45.8%；活跃

用户数为4380万，同比增长4%。 唯品会预计，第二季度公司

净营收为270亿元-282亿元，同比增长幅度为10%-15%。

阿里巴巴此前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3月，淘宝天猫线上

实物商品交易总额增幅（剔除未支付订单）转正，其中服饰及

保健品品类增长强劲。 淘宝天猫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3月和

4月，用户及订单增长相当不错。 同时，平台努力优化成本，提

高效率。 淘宝天猫对用户侧和商家侧都将继续加大投入。

在2023年淘宝天猫618商家大会上，淘宝天猫618总负责

人暮珊表示，今年618是淘宝天猫历史上投入最大的一届，将

为商家引来海量顾客。 同时，“阿里妈妈”会提供总计23亿元

红包为超100万商家带来百亿流量支持， 此外还有运费险折

扣、供应链补贴、信用贷利率折扣、极速回款免手续费等举措。

京东高管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一季度家电、家居等耐用品

消费回暖仍滞后于餐饮、娱乐等，个别类别商品面临库存压力。

为助力商家抓住消费复苏机遇，今年年初，京东面向商家发

布了“春晓计划” ，持续降低商家入驻门槛，简化入驻流程。 同

时，针对新商家，京东推出了“0元试运营”等扶持举措。 在这些

举措的推动下，今年一季度，京东新增商家数量同比增长240%。

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

《报告》明确，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

础。 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 按照适度

超前原则，深入推进5G网络、千兆光网规

模化部署和应用，着力提升IPv6性能和服

务能力，推动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大力

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

算力基础设施，推动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

和协同联动。深化重点领域基础设施数字

化改造， 深入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

“大动脉” 。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加快健

全数据管理体制机制，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体系，推动数据资源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整合归集、共享利用。 建设完善国家基础

数据库，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领域

国家数据资源库，健全国家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促进公共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

利用。 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

计价研究，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

分配机制。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做强做优做

大数字经济，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

引导各类平台和广大网民加强优质网络

文化产品创作，强化网络版权保护。 建设

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 构筑自立自

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速完善以市场为

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高度协同

的创新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在

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转化收益

分配机制。

此外，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 建设公

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持续完善数字领

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数字领域技术标准

体系， 以标准化带动数字技术产业创新。

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科学、高效、

有序的管网治网格局。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50.2万亿元，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同比名义增长10.3%，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

重提升至41.5%� 。 数字产业规模稳步增

长，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日益深化，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企业加快推

进技术、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提升，不断

培育发展新动能。

2022年， 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

收入15.4万亿元， 同比增长5.5%。 软件

业收入跃上十万亿元台阶，达10.81万亿

元，同比增长11.2%。 其中，信息技术服

务 收入达到 70128亿元 ， 同 比 增 长

11.7%， 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达64.9%；

云计算、 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10427

亿元，同比增长8.7%，占信息技术服务

收入的比重达14.9%； 集成电路设计收

入2797亿元，同比增长12%；电子商务平

台技术服务收入11044亿元， 同比增长

18.5%。 电信业务收入达1.58万亿元，同

比增长7.5%。

数字文化市场用户规模不断壮大。截

至2022年底，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近

10.31亿，网民使用率达96.5%，其中短视

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10亿，网民使用率达

94.8%。 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同比

增长6.7%。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超过6亿，占

网民整体的六成以上。

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链延伸，农

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 智能灌溉、精

准施肥、智能温室、产品溯源等新模式得

到广泛推广。 基于北斗系统的农机自动驾

驶系统超过10万台 （套）， 覆盖深耕、插

秧、播种、收获、秸秆处理等环节。

整体来看， 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

转型的重要引擎。 主要表现在数字产业

规模稳步增长、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

合深入推进、 数字企业创新发展动能不

断增强、 数字政务协同服务效能大幅提

升等方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金天认为，数字技术在助力实

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

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数字社

会治理能力取得长足提升。预计资本市场

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企业

融资的支持力度，更好地调动各方力量建

设数字中国。

5月23日，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2022年）》。 展望2023

年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提

出，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

壮大工业互联网、 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业内人士表示，数字技术在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预计资本市场会

进一步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

相关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天华新能拟收购天华时代60%股权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天华新能5月23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与

苏州天华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

“天华能源” ）签署了意向协议，对收购苏

州天华时代新能源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天华时代” ）60%股权达成了初步

意向。 天华时代主要从事新能源领域的股

权投资业务， 目前持有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AVZ� Minerals� Ltd （简称“AVZ” ）、

Lithium� Plus� Minerals� Ltd的股权，两

家公司主要从事锂矿和其他矿产的勘探、

开采业务。

间接增持AVZ

本次股权收购系关联交易。 公告显示，

天华能源持有天华时代75%股权， 宁德时

代持有剩余25%股权。 而天华能源由天华

新能董事长裴振华持股90%， 由裴振华的

女儿裴雯持股10%。

天华新能本次收购天华时代股权，将

进一步扩大其在AVZ中的权益。 根据AVZ

在2022年6月30日发布的股权名册， 天华

新能子公司天宜锂业系AVZ最大单一股

东，持股6.73%。 双方在锂矿业务层面关系

密切。 2021年3月， 天宜锂业与Dathcom

（非洲Manono项目公司） 及AVZ签订了

《承购协议》，天宜锂业向AVZ采购锂辉石

精矿， 首期采购期限自Dathcom开始供货

之日起3年（到期后买方可以选择再延长2

年），天宜锂业每年购买20万吨（±12.5%）

锂辉石精矿。

2021年9月，裴振华控制的天华时代以

2.4亿美元取得Manono项目24%股权，与

AVZ 合 资 开 发 非 洲 Manono 项 目 。

Manono项目有望于2023年产出锂精矿。

天 华 新 能 在 2022 年 年 报 中 称 ，

Manono锂矿项目资源禀赋优越， 量产后

有望成为公司最大的锂精矿供应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天华新能积极布局锂

精矿供应渠道 ， 公司与 Pilgangoora、

AMG、AVZ、环球锂业签订了长期供应协

议。 另外，天华新能先后投资了伦敦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PREM和澳大利亚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 司 QXR，PREM控制的

Zulu锂钽项目位于非洲津巴布韦，QXR

控制的Turner� River和Western� Shaw

锂矿勘探项目位于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

地区。

锂盐价格走高

在天华新能收购的背后， 锂盐价格经

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

今年上半年， 锂盐价格一度跌至18万

元/吨。受此影响，锂盐企业业绩承压。天华

新能今年第一季度营收达35.38亿元，同比

增长4.42%；归母净利润达8.81亿元，同比

下滑41.95%。

天华新能在业绩说明会上介绍， 公司

与主要锂精矿供应商签署的长期供货协议

中， 供货价格挂钩锂盐市场信息价并按照

双方约定的计算公式确定， 因此采购价格

与电池级碳酸锂和电池级氢氧化锂的价格

同涨同跌， 从而保证公司拥有一定的利润

空间，防止出现亏损情况。

近期，锂盐价格迎来大幅反弹。上海钢

联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22日电池级碳酸锂

均价报30.25万元/吨，工业级碳酸锂均价报

29.0万元/吨。近半个月以来，电池级碳酸锂

价格自18万元/吨反弹并持续上涨，4月27

日至5月19日的15个交易日，电池级碳酸锂

价格涨幅超60%。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需求上升，锂盐价

格再次飙升，但整体供需并不紧张。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

●本报记者 董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