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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厦门10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福建考

察时强调，福建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

绘到底，继续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

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

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

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

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0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福建省委书记

周祖翼和省长赵龙陪同下，先后来到漳州、厦门

等地，深入乡村、红色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单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考察调研。

15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漳州市东山县

考察。该县东南部的陈城镇澳角村三面临海，

近年来走出一条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新路

子。习近平步行察看澳角湾海域环境和村容村

貌，详细了解海鲜干货和渔获产品交易情况。

得知不少海产品购销两旺，村民收入不断增

加，习近平很高兴。他对纷纷围拢过来的村民

和渔民们说，你们村我 23年前来过，至今记忆

深刻。这次来看到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很是

欣慰、很有感慨。新时代新征程农村一定会有

更加光明的前景，农民会有更加火热的生活。

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车头作用，带领乡亲们做

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一往无前。

随后，习近平来到谷文昌纪念馆，了解谷文

昌同志感人事迹，听取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情况

介绍，同谷文昌干部学院教师、学员代表亲切交

流。习近平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

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

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

众心中。学习谷文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还

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

在关帝文化产业园，习近平听取当地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等情况介绍。

他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要保护好、传承好。

16日上午，习近平在厦门考察了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他参观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成果展，听取当地扩大改革开放、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等情况介绍，同综合

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互动交流。习近平指出，

厦门特区经过 40多年发展，发生了当年难以想

象的巨大变化。今天，抓改革开放，无论深度还

是广度，都比过去要求更高了。福建和厦门要适

应形势发展，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

标准深耕细作，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

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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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扭住目标不放松 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证券时报记者 张娟娟

科技创新是企业战略所向、使命所系、发

展所需，持续、充足的研发投入有利于上市公

司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

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发明专利

申请量和PCT专利申请量均位居世界首位。上

市公司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效果日益

显现。

研发投入逐年递增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A 股上市

公司研发投入由 2019 年的 0.86 万亿元逐年

上升至 2023 年的 1.82 万亿元，对全社会研发

贡 献 度 由 2019 年 的 38.77%增 至 2023 年 的

54.7%。

2022年以来，虽然上市公司营收增速有所

放缓，但研发投入却继续保持增长。2024年上

半年研发投入合计 0.75万亿元，同比增 1.3%，

连续多年保持增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挑大梁”

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推动A股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自 2018年以来，战略性

新兴产业公司研发投入增速持续保持两位数

增长，2024 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合计超过 1800
亿元，占全部A股研发投入比例约 24%，创历

史新高。

自2019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公司

平均研发费用率稳居 5%以上，2024年上半年

首次突破 10%，达到 10.09%。科创 50成份股公

司自 2019年以来平均研发费用率稳居 10%以

上，2024年上半年达到 15.12%，远超A股市场

整体水平。

分行业看，与 2019 年同期相比，2024 年

上半年数字创意产业、生物产业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研发费用率提升显著，其中新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研 发 费 用 率 均 值 高 达

15.7%，位居战略性新兴产业首位。其次是生

物产业，平均研发费用率超过 12%。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研发费用率均超

过 6%。

研发高投入带来高增长

科技成果转化蕴藏巨大潜能，然而科研

成果的落地需要时间的积累。以滞后 1 年的

研发数据与营收、净利润复合增速对比，平均

研发强度较高的公司，成长性及盈利性相对

占优。

(下转A2版)

科技创新快马加鞭 A股公司研发投入逐年递增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孙璐璐 江聃

近期，证券时报发起“时报经济眼：2024
年三季度经济学家问卷调查”，受访者包括来

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知名院校的权威经济

学家。

本期问卷分别从三季度经济政策感受、

经济形势研判和四季度宏观政策预测三个方

面设计问题，特别邀请受访经济学家评价9月

下旬以来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截至 10月

16日，共收集到 61份答卷。在人员构成上，受

访者有 35人来自金融机构，7人来自政府部

门，19人来自高校、智库以及非金融企业相关

人士。

受访经济学家对一揽子增量政策评价积

极，看好增量政策落地见效改善经济基本面，

推动楼市销售回暖，吸引外资流入，推动四季

度经济企稳向好。多数受访者认为，四季度经

济工作的关键是落实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尤

其是增量财政政策要尽可能在年内发力。受

访者看好年内提高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

或提高预算赤字，还建议提前下达部分明年

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额度。

一揽子增量政策
改善受访者预期

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全球经济逐渐降

温等因素影响下，7月、8月多项经济指标走

弱，反映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

难挑战。对于 2024年三季度经济发展表现，

70.5%的受访经济学家感受偏冷。对于三季度

经济增速水平，63.9%的受访者认为处于4.5%
至5%区间。

9月下旬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围绕加大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

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

量政策。调查显示，95.1%的受访者对一揽子

增量政策力度的打分评价集中在3至5分（满

分5分，分数越高代表政策力度越大），反映受

访者对一揽子增量政策评价整体偏积极。其

中，27.9%的受访者打 3分，50.8%的受访者打

4分，16.4%的受访者打5分。

调查还显示，对于一揽子增量货币金融

政策与资本市场支持政策，分别有 55.8%和

65.6%的受访者认为政策力度大超预期。对于

房地产支持政策，有60.7%的受访者认为政策

力度符合预期。

随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

定发展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一揽子增

量政策在近日陆续落地，受访者对未来半

年中国经济的预期转好明显。11.4%的受访

者预计中国经济在未来半年将表现为“偏

热”态势，62.3%的受访者预计经济将保持

适度增长。此外，认为未来半年经济运行将

“偏冷”的受访者占 24.6%，较上季度下降

27.9个百分点。

受访者的预期转好还体现在“证券时报

经济预期热度指数”走势上。根据本期问卷调

查结果编制的 2024年四季度“证券时报经济

预期热度指数”为45.85%，较上季度大幅上升

10个百分点。

（下转A3版）

2024年三季度经济学家问卷调查显示

一揽子增量政策改善预期 经济学家看好股汇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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