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载殷殷期盼 北交所迈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简称“计划报告” ）提出，健全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认

为， 办好北交所是当前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

也是全面注册制下畅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

要一环。 建议从提高市场准入的行业包容度，

加强投资端建设，进一步扩大交易品种等方面

出发，进一步提升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的能力。全面注册制下，承载殷殷期盼，北交所

迈入提质增效、强化功能的新阶段。

市场建设快马加鞭

北交所开市以来， 密集推出一系列举措，

改革效应持续释放，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目前，符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制度体系初

步形成。“过去一年来，北交所在准入标准、审

核机制、交易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 同

时，为上市公司提供多元化融资品种、融资方

式和市场化定价机制，实施更加灵活的股权激

励安排，在定位上更加契合中小企业发展阶段

和成长规律，与科创板、创业板形成了合理差

异。 ” 全国政协委员、希肯文化集团董事长安

庭如是说。

积极推动各类长期资金入市，丰富投资者

群体，促进市场流动性水平提升。 在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看来，北交所上

市公司以中小市值公司为主，流动性基础天然

较弱。随着两融交易和混合交易等改革举措落

地，北交所市场流动性已有所改善，北证50指

数稳步上涨，新股申购热度回升。“可以预期，

未来在市场各方大力支持下，北交所市场流动

性将进一步提升。 ” 她说。

完善转板制度， 加强各层次资本市场联

系。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副院长田轩说，以北交所为核心的升级转板制

度初步形成，已有多家企业由北交所转至科创

板、创业板，满足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需求。

此外，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已分别发布

实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配套业务规则。

新三板新挂牌多套指标精确衔接北交所上市

条件，有利于畅通企业未来上市路径。

聚集效应初显

计划报告提出，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引领产学研深度融合，利用市场优势培育

自主创新能力。 代表委员认为，向着“打造服

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的目标任务奋进，

北交所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红利将持续释放，

政策合力不断凝聚。

眼下，一批优质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北交所

聚集。 据统计，截至3月9日，北交所共有上市

公司177家，较开市时翻了一番还要多。 根据

2022年度业绩快报， 北交所上市公司盈利面

超九成。这些企业创新能力强、科技成色足，其

中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占比约四成，高新

技术企业占比超九成。

“证监会将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努力办

好北交所，打造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的主阵地，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普惠

金融发展之路。 ”证监会公众公司部一级巡视

员商庆军在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

北交所董事长周贵华介绍，北交所将以构

建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更加便利创新资

本形成的特色产品体系为目标，按照交易所建

设一般规律，立足市场发展阶段，逐步推出合

适的产品，构建覆盖股票、债券、基金等多种类

别的“产品超市” 。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今年北交所将锚定

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战略方向，

着重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 “小

巨人” 企业，为其提供快速对接机制，在审核

方面同步发力。未来北交所还将启用送服务上

门等方式，（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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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

发挥核电基础支撑作用

高度关注核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孟振平：

促进电力资源

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全国人大代表、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

抓住绿色建筑

农村普及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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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CPI和PPI同比涨幅回落

物价平稳运行 经济持续复苏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家统计局3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2月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环比下降0.5%；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4%，环比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

示，受节后消费需求回落、市场供应充足等因

素影响，2月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同

比涨幅回落；2月工业企业生产恢复加快，市

场需求有所改善，PPI环比持平， 但受上年同

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同比继续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几个月CPI同比涨

幅大概率保持在1%至2%之间。 考虑到去年

基数偏高，PPI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走出同

比下降局面。

食品价格超预期回落

2月CPI同比上涨1.0%， 涨幅比上月回落

1.1个百分点。“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是春

节错月，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 ”董莉娟说。

从食品端看，受春节错月等因素影响，2

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6%，涨幅比上月回落

3.6个百分点。

董莉娟分析，2月节后消费需求回落，加

之天气转暖供给充足，大部分鲜活食品价格

均有所下降，其中猪肉和鲜菜价格环比分别

下降11.4%和4.4%；鲜果、鸡蛋、水产品、牛

羊肉和禽肉类价格环比降幅在0.4%至4.3%

之间。

“食品价格回落是历年春节过后的普遍

现象，但今年回落幅度超预期。” 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一方面，当前猪肉价

格恰好处于周期低位；另一方面，春节结束、

天气转暖保障了市场供应，影响居民肉类需

求。 这些因素叠加共同推动食品价格超预期

回落。

从非食品端看，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回

落。 2月，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比

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上涨0.3%

转为下降0.2%。 非食品中，大部分服务价格

节后出现季节性回落，其中飞机票、交通工具

租赁和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下降12%、9.5%和

6.5%，电影及演出票、美发、家庭服务、宠物

服务等价格环比降幅在1.7%至5.6%之间。

工业生产恢复加快

从同比看，2月PPI下降1.4%， 降幅比上

月扩大0.6个百分点。 董莉娟说，2月PPI同比

降幅扩大， 主要是受上年同期石油等行业对

比基数走高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

任郭丽岩认为， 受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等

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回落，带动

国内主要工业品价格有所下行，2月PPI同比

下降1.4%。

虽然PPI同比降幅有所扩大，但在经济回

暖带动需求回升等因素推动下，2月PPI环比

由下降转为持平。“2月工业企业生产恢复加

快， 市场需求有所改善，PPI环比由上月下降

0.4%转为持平。 ”（下转A02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

加快推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和运用

●本报记者 李嫒嫒

“为抢占世界技术制高点，支撑科技强国

战略，迫切需要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

进行高速性能验证和商业化运用。 ”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日前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围绕

科技创新和交通运输， 今年两会他带来了两个

提案，一是加快推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

和运用，二是制定轨道交通系统互联互通标准。

推进产业链升级

由中国中车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世界首套设计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2021年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标志着我

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孙永才表示，为加快推进产业链升级和现

代化建设，支撑科技强国、交通强国战略，迫切

需要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进行高速

性能验证和商业化运用。

孙永才建议，由国家有关部委牵头，在上

海高速磁浮线利用夜间开展时速500公里以

下的高速性能实验，并统筹推动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商业运用线建设。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填补了航空和轮

轨高铁之间的速度空白， 有助于形成航空、高

铁、 高速磁浮和城市交通速度梯度层级完善、

高效、灵活便捷的多维立体交通构架，丰富我

国交通运输速度谱系，提高轨道交通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

另外，为解决我国轨道交通系统和运用管

理技术“硬联通”“软联通” ，尤其是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之间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带来的诸多

问题，孙永才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研究

制定不同模式轨道交通建设、设施与系统的互

联互通标准，提升各类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交

通整体运营效能，实现便捷交通、智能交通和

“零换乘” ；同时，相关部委研究制定不同模式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技术的互联互通标准和轨

道车辆制式的标准体系，实现智能交通、绿色

交通、智慧出行。

加快智能化绿色化产品研制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

进，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引领变革的主导力量。

根据《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

到2035年，我国要率先建成智能高铁、加快实

现智慧铁路，全国1、2、3小时高铁出行圈和全

国1、2、3天快货物流圈全面形成。

谈及中国中车在“十四五”时期新的发展

规划， 孙永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国

中车围绕国家战略及市场需求，正在推动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更高速度智能化动车

组、川藏铁路装备、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等智能

化、绿色化产品研制。 ”

中国中车以“连接世界造福人类” 为使

命，将国际化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加快全球业

务布局， 积极参与全球轨道交通建设。 截至

2022年底， 中国中车共拥有境外子公司86

家, 产品及服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国际业务的本土化布局基本形成。（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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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于旭波：

加快建设高端数控机床

全国重点实验室

全国人大代表、国机重装董事长韩晓军：

支持企业建设

国家级科研平台

南昆铁路大修施工全面展开

新型换枕设备在铁路沿线一字排开进行轨枕大修（3月8日摄）。 3月8日下午，在南（宁）昆（明）铁路石林南站，数十台大型机械沿铁

路线依次排开，南昆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机械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修施工全面展开。此次南昆铁路大修施工将持续至6月，铁路部

门在保障线路正常运营的同时，组织施工人员利用85个“天窗期”完成轨枕大修131公里、换轨100公里、桥梁隧道病害整治25处，大修完成

后将极大提升南昆铁路线路设备质量和运输效率。 南昆铁路全长近900公里，途经滇黔桂三省区，于1997年正式开通运营。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