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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新脉动”

———实探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夏末秋初的霍林郭勒绿草如茵， 生机勃

勃。 在北露天煤矿，白音华露天矿无人驾驶矿

卡正在采场道路上稳健行驶；在科尔沁草原腹

地的群山间，266台风机迎风傲立、36万余块光

伏板映日生辉；在霍林郭勒和锡林郭勒盟工业

园，一块块银色的铝锭源源不断地从全自动化

生产线上运送出来……眼下，国家电投正积极

推动清洁能源和电力系统供需平衡，全力打造

“煤-新能源-电-铝”循环经济新范式。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国家电投内蒙

古公司所属的北露天煤矿、 白音华露天矿、电

力分公司、霍煤鸿骏铝电公司、白音华铝电公

司，见证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绿色循环经济产

业发展的“新脉动” 。

劣质煤“变废为宝”

走进北露天煤矿，记者看到数台无人驾驶

矿用宽体车正在煤海中穿梭，井然有序地进行

土岩运输工作。

目前， 内蒙古公司拥有5座千万吨级现代

化露天煤矿，煤炭资源主要分布于霍林河煤田

和锡林郭勒盟白音华煤田， 资源总储量46.99

亿吨，可采储量37.14亿吨。

“电力分公司A厂入炉煤都是发热量低于

3000大卡的劣质煤，劣质煤的杂质量大，很难

入其他燃煤电厂的‘法眼’ ，加之这种煤极易

破碎，长途运输经济性差，长时间堆放还容易

发生自燃，就是块妥妥的‘鸡肋’ 。 ” 内蒙古公

司电力分公司A厂厂长隋福田说。

为了让这块“鸡肋” 充分释放能量，内蒙

古公司将每年900余万吨劣质煤和近30亿千

瓦时绿电就地转化炼铝，以电解铝产品为载体

实现了劣质煤和新能源的转化与储存，煤炭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转换成为了优质资源。

截至目前，内蒙古公司在霍林河地区建成

了包括年消耗900万吨劣质褐煤的180万千瓦

火电装机、105万千瓦新能源装机、86万吨电

解铝产能以及配套自备电网、监控指挥中心的

产业集群。每年有30亿千瓦时绿电输送至下游

内部电解铝产业。 今年上半年，电解铝绿电消

纳占比达27.58%，打造了全球首个“煤-新能

源-电-铝”循环经济新范式。

风光资源“零弃用”

记者来到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电力分公

司D厂，登上公司79号风机观礼台，放眼望去，

广袤的草原之上， 一台台风力发电机巍然林

立，迎风飞旋。

“截至目前， 该厂已累计完成发电量

129.64亿千瓦时，等效利用小时数、弃风率、风

机可利用率、 综合厂用电率等主要指标均居

行业领先地位。 其中，循环经济四期风电最高

年利用小时数超过4000小时， 弃风率趋近于

零，居全国首位。 ” 电力分公司D厂厂长赵作飞

表示。

今年年初， 电力分公司完成了2台30万千

瓦和2台35万千瓦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 在极

限情况下，每小时可为新能源让出近百万千瓦

的发电空间，（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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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启动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同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紧密结合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9月1日联合

启动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 活动。 各

金融管理部门将与各地各有关部门一道，

以联合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 活动为契

机，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涵养行业生态，

将金融宣教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将保

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同防风

险、强监管、促发展紧密结合，完善相关

制度体系，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增强工

作合力。

9月1日上午，“金融教育宣传月” 活

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金融监管总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周亮表示，下一步将着力

提供丰富多样、便捷贴心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着力打造全面覆盖、精准高效的

消费者权益立体保护网； 着力营造公

平规范、 诚实守信的金融市场环境；着

力构建责任清晰、运行顺畅的“大消保”

格局。

“近期，我们将联合人民银行、证监会

出台《推进金融纠纷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进一步强化调解组织规范治理，

完善诉调对接机制。 ”周亮透露。

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表示，开展金融

教育工作将做到“四个更加贴近” ：更加

贴近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贴近实体经济

的需要， 更加贴近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

更加贴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证监会副主席陈华平表示，当前，证

监会系统正在扎实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

发展，投资者教育工作需要紧跟步伐，与

时俱进。 证监会将以联合开展 “金融教

育宣传月” 等活动为契机， 不断提升投

资者教育工作质效。 提高政治站位，积极

发挥投资者教育在投保工作中的基础性

作用；聚焦重点领域，提高投资者教育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维权宣传，提升投

资者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倡导优

秀文化， 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涵养行业

生态。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年来，在中央编

办、中央金融办的指导下，各金融管理部

门深化改革、密切合作，金融消保新格局

加快构建，金融为民理念日益深化，有力

查处一批侵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

的典型案件， 及时推出一批 “为民办实

事” 的政策举措，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

度得到提升。

金融来之于民，服务于民。 深入开展

金融教育有利于人民群众“学金融、懂金

融、信金融、用金融” ，有利于提高人民群

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能力，有利于增

进社会各方对金融的客观认识，敦促金融

机构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共同创造良

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本次“金融教育宣传月” 活动以“金

融为民谱新篇 守护权益防风险” 为主题，

以教育活动为切入点、以金融为民为出发

点，汇聚金融全行业力量，广泛普及金融

知识，完善金融惠民利民举措，提升金融

服务质效，推动金融行业更好服务于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金融教育

宣传月” 期间，同步开展“担当新使命 消

保县域行” 专项活动，结合地域特色、资源

优势、基层群众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开展教育宣传，擦亮金融为民底色，推动

金融知识直达基层群众。

8月制造业PMI为49.1%

经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稳定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8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1%，比上

月下降0.3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

数为50.1%，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 我国经

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稳定。

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上行

赵庆河表示，受近期高温多雨、部分行业生产

淡季等因素影响，8月份制造业PMI降至49.1%，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从出口端看，8月份， 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7%，较上月上行0.2个百分点，处于同期较高水

平，连续两个月上行，是8月制造业PMI的一大亮

点。 “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增速持续回升，

一方面源于海外进入补库周期，需求逐步复苏；另

一方面，稳外贸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叠加部分企业

‘抢出口’ ，出口表现好于预期。 ” 光大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高瑞东表示。

8月份，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

制造业PMI分别为51.7%和51.2%，比上月上升2.3

个和1.7个百分点， 重返扩张区间； 消费品行业

PMI为50.0%，位于临界点。

专家表示，结合前期走势以及政策因素来看，

8月份制造业新动能在上月短期放缓后较快回

升，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具有较强韧

性与活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此外， 从企业类型看， 大型企业PMI保持扩

张。 数据显示，8月份，大型企业PMI为50.4%，比

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位于临界

点以上，持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赵庆河说。

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略有回升

8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

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略有回升。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扩张区间。统计显

示，8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

月上升0.2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从行业看，

赵庆河表示，暑期消费带动作用显著，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

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0%

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保持较快增长。从市

场预期看，8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仍

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扩张。 8月份，建筑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6%， 比上月下降0.6个百分

点，仍位于扩张区间。 赵庆河分析，受高温多雨天

气等不利因素影响，建筑业生产施工扩张放缓。从

市场预期看，8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7%，

比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建筑业企业对近期市场

发展信心增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非

制造业经营活动延续扩张趋势。 建筑业和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均在50%以上， 显示投资和消费相

关活动均在扩张区间。“从预期看，在非制造业保

持稳定的背景下， 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也继续保

持乐观。 ”蔡进说。

北交所“滴灌”创新型中小企业

茁壮成长

厚培耐心资本

构筑科创投资新范式

探索多元转让路径

并购重组与S基金“以退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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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经济“第二增长曲线”

———逾5000家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透视

●本报记者 费杨生 任明杰 王婧涵

上市公司之于中国经济，似涓涓细流之于

浩浩大海。

大海之所以浩瀚无涯， 是因为源头活水，

百川汇聚。

日前披露完毕的上市公司2024年中期业

绩报告显示，逾5000家上市公司，约八成实现

盈利。从“制造”迈向“智造” ，从“同质”走向

“细分” ，从“出口” 驶向“出海” ，上市公司迎

难而上，创新突围，犹如穿过千岩万壑的汩汩

细流，激荡起中国经济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的波涛。

“新投资” 打开新空间

“很多人不相信，一家电力公司会有一个

规模达100多人的人工智能团队。 ” 东方电子

董事长方正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自豪地说，公

司营收和净利已连续16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秘诀之一就是在技术创新上不遗余力地投入。

“我们的电力调度自动化产品早已在行

业名列前茅，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架

构上，可能早就被市场淘汰了。 ” 方正基感慨

良多，“所以我们要不断挖掘客户需求， 用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来赋能各个产业模块。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被研究者视

为经济组织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的不二法

门，也被企业界奉为圭臬。 “创新已深深刻在

我们的基因里，让我们时刻充满危机感和紧迫

感。”方正基介绍，“面对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的发展机遇，公司明确了新能源

及储能、综合能源及虚拟电厂两个新兴业务方

向。 目前，这两个业务领域的产值在公司业绩

中的比重逐步增长。 ”

数据显示，东方电子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8.19亿元，同比增长11.95%；实现净利润2.53

亿元，同比增长24.9%。 两大新兴业务中，新能

源及储能上半年营收增速超过100%。

聚焦科技创新，加大新技术领域、新产业

项目的“新投资” ，成为上市公司2024年半年

报的一大亮点。

看企业， 布局新技术领域 “第二增长曲

线” 方兴未艾：宁德时代大力投资储能产业、

中兴通讯着力发展算力、科达利精心布局人形

机器人、中科星图全力拓展低空经济……

观行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喜人：

上半年，159家A股半导体公司实现营收约

2738亿元、 净利约165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2%、3.9%；53家AI算力公司实现营收约4455

亿元、净利约17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6.55%、

31.58%；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492.9万辆

和494.4万辆，分别同比增长30.1%和32%……

论整体，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依然强劲：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7月，高技术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10.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6.8个

百分点。

技术研发犹如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创新

者强。 诸多上市公司高管深有体会，“亏什么

都不能亏研发”成为共识。

“我们以解决国家核心需求为导向，通过

潜心研发打破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并在

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等细分领域成为世界冠

军，实现了业绩快速增长。 ” 江丰电子董事长

姚力军说，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利刃” ，

要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数据显示， 江丰电子2022年研发费用为

1.25亿元，同比增长26.79%；2023年研发投入

为1.72亿元，同比增长37.87%；2024年上半年

研发投入为1.02亿元。多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比例超过5%， 投入力度行业领先。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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