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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布局未来产业 培育壮大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连润

今年以来，深圳、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台

发展未来产业行动方案或计划。 专家表示，谋

划发展新赛道，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有利于培

育壮大我国经济新增长极，未来产业的发展能

级整体跃升将产生巨大经济价值，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立足优势瞄准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是引领重大变革的颠覆性技术

及其新产品、新业态所形成的产业，具有高成

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等特征。未来产业有望成

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性力量，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近期，上海市出台的《上海打造未来产业

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

（简称《行动方案》）指出，力争到2030年未

来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元。 深圳市6月发布的

《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 产业行动计划

（2022-2025年）》（简称 《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5年，构建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增强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互衔接、 相互融合，培

育若干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构建相互促

进、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赛迪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彭

健说， 新一轮科技革命迎来多点爆发式发展，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空天信息、绿

色低碳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加速

发展，有望形成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并驱动经

济社会变革式发展。

地方在布局未来产业时，更加注重根据各

自不同的产业基础和资源，找准立足点和突破

口，形成独特的产业集群优势。《行动方案》瞄

准“健康、智能、能源、空间、材料”五大产业集

群，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创新

高地。 “依托新型产业体系，上海已经具备发

展未来产业的扎实基础，在五大领域集聚了一

批行业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大批创新

人才。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师

张宏韬介绍。《行动计划》则依据产业成长周

期将未来产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当地已具备

较好基础， 产业链相对完备，5年至10年内有

望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产业；另一类

是10年至15年内有望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未来产业，包括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地深

海、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量子信息等。

人民中科研究院报告指出，前瞻布局未来

产业，用明天的科技锻造后天的产业，对培育

发展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新优势

等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创新为未来产业蓄力

未来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颠覆性技术的突

破，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通过科技创新支

撑未来产业发展成为必由路径。

“着眼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探索‘学科+产

业’ 的创新模式， 打造未来产业创新和孵化高

地，希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涌现一批高质

量的原始创新成果，孵化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中

小企业，培育一批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创业人

才。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二级巡视员陈宏凯

说，应强化需求导向下的应用技术研究和基础研

究，尽早将关键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创新成果，

以研发经济的壮大加快未来产业的发展。

《行动计划》提出，按照“理技融合、研用

结合” ， 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 “创新联合

体” ，探索产学研协同攻关和产业链上下游联

合攻关； 实施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专项，面

向未来产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夏杰长表示，高校作为科研人才聚集、科研环

境优越的创新机构，应打破学科壁垒，充分利

用自身资源优势，鼓励相关学科针对未来产业

新技术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 同时，发挥

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企业与高

校密切合作，激活企业的创新活力，释放企业

的原创潜力。（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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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信披违规 强化债市执法 压实“看门人”责任

维护市场秩序 零容忍信号持续释放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今年前10个月，证监会累计作出249份

行政处罚决定，罚没款累计15.38亿元；11月

1日至27日，约20家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立

案告知书，创出今年以来月度新高；多起债

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取得新进展，执法力度

持续加大，中介机构治理不断强化……

今年以来， 严打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

信号持续释放。 市场人士指出，监管部门坚

持“零容忍”“出重拳” ，有力维护了市场

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净化了市场生态

环境，预计接下来“严” 的主基调将延续，

持续以依法有效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上市公司监管突出重点

信息披露历来是上市公司监管的重

点，也是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和民事诉讼的

多发领域。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依然是今年以来 “曝光率”

最高的证券违法违规事由。

财务造假案仍时有发生。 11月18日，泽

达易盛、*ST紫晶双双披露， 收到证监会发

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这两家公司均涉嫌虚增营业收入、利润，并

涉嫌欺诈发行。

因年报“难产” 而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的行为不时出现。6月1日，*ST辅仁公告称，

因未按规定期限披露年报， 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此外，

“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 也是出现频率较

高的信披违法违规事由。

在业内人士看来， 信披违法违规案件

“曝光率” 高，既表明一部分上市公司合规

意识和合规能力有待提高， 也是监管部门

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的结果。“信披违法违规

案件一向是监管部门打击的重点。 随着注

册制改革稳步推进，信披重要性愈发凸显，

打击信披违法违规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上

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说。

“财务造假违规信息披露案件时有发

生。 ” 证监会稽查局副局长刘永强日前表

示，证监会将聚焦重点领域，严厉打击欺诈

发行、财务造假、违规占用担保等严重影响

上市公司质量违法行为。 据Wind数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11月27日，11月约20家上市公

司收到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数量创出今年

以来月度新高。

债市执法力度持续加强

为规范债券市场发展，近年来，证监会

依托债券市场统一执法工作机制， 坚决

打击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从洛娃集团

到福建福晟，证监会系统近期查办的多起

案件表明， 对债券市场的执法力度持续

加大。

洛娃集团9月16日发布公告称，收到北

京证监局送达的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

先告知书》。对于洛娃集团信息披露虚假记

载的违法行为， 北京证监局拟责令洛娃集

团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

于洛娃集团虚假申报文件骗取公开发行

“17洛娃01” 公司债券的核准行为，拟处以

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三的罚款。

福建证监局近期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

决定书显示，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福

建福晟及其合并报表子公司福建省长乐

市鹤凯置业有限公司共发生债务违约7

笔，但福建福晟未在“18福晟02” 等4只公

开发行债券2019年度报告中披露。 福建证

监局决定责令福建福晟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罚款。 （下转A02版）

前10月工业企业利润结构继续改善

装备制造业利润明显回升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11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1-10月

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6%。 工业企业利润结构继续改善，装备制造业

利润明显回升， 汽车行业今年累计利润同比增速

首次由降转增；电热气水业利润增长加快，电力行

业成为拉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最多的行业。

为切实振作工业经济， 近期有关部门协同施

策、接续加力。 专家分析，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效， 工业经济有望保持恢

复态势，工业企业效益改善可期。

部分中下游行业利润回升明显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介绍，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呈现营收

保持较快增长、利润同比下降的特点。受国内疫情

散发多发、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由涨转降等

因素影响，企业营收增速较1-9月份有所放缓，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 降幅较1-9月份扩大

0.7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装备制造业利润明显回升。数据显

示，1-10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2%，增

速较1-9月份加快2.6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回升；

10月份当月利润增长25.9%，实现快速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促进汽车消费政策持续显

效，汽车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带动1-10月份行业利

润增长0.8%，今年以来累计利润同比增速首次由降

转增。 此外，1-10月份，电气机械行业受新能源产

业带动，利润大幅增长29.0%，增速较1-9月份加快

3.7个百分点；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行业利

润增长13.7%，增速较1-9月份加快4.2个百分点。

此外，1-10月份，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增速在1-9月份由

负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10.6个百分点。

朱虹表示，随着煤炭保供稳价工作持续推进，

电力行业成本压力趋缓，利润同比增长28.1%，增

速较1-9月份加快16.7个百分点， 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个百分点，较1-9月份提高

0.5个百分点，是拉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最多

的行业。

“能源价格下跌促进电力行业和装备制造业

利润改善是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的一大看

点。”红塔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点评。（下转A02版）

“首单”纷纷落地

险企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赛道

上交所：

进一步完善和拓展沪港通机制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深耕掘进机海外市场

日前，工人在中铁装备集团车间内运输掘进机零部件。

近年来，在推动中国掘进机“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不断创新研发，加紧生产，积极拓展并深耕海外

市场。 目前，公司产品累计出口至意大利、法国、新加坡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国外铁路、公路、地铁、水利、矿山等多个施工

领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掘进机制造企业。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