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昨日开幕。本届高交会设置国际科技、省市科技、国之重器重大装备、科技巨头产业链、专精特新与
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多个展区，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家知名企业与国际组织参展，43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
将同期发布。（更多报道见A2版） 宋春雨/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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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北交所开市三周年：
专精特新成色足
更多改革举措在路上

A4
坚守金融报国初心
争做高质量发展先锋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在连续 9年产销量居全球首位之后，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再度迎来新突破。11月 14日，

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从

2013年的年产 1.8万辆，到 2018年产销突破百

万辆，再到如今的 10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

全球领跑。

从燃油车时代的蹒跚学步，到新能源汽车

时代的大放光彩，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跨越式进阶。

这不仅加速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升级，也让汽车

强国建设迈上了新起点，极大地推进了全球汽

车产业的变革与重塑。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之所以快速崛起，首

先源自国家层面的战略引领。目标明确、战略

清晰的顶层设计，为产业发展路径提供了前瞻

指引，也让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坚定信心，

坚持自主研发投入。正因如此，产业界才涌现

了一大批像宁德时代、中创新航、亿纬锂能这

样的锂电龙头企业，进而加速了国内汽车企业

的电动化转型。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充分结合，让生产端

与需求端形成了有效呼应，新能源汽车市场稳步

升温，真正赢得了消费者的好口碑。

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向奔赴，为新能

源汽车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也驱动着

比亚迪、吉利汽车这样的车企不断发挥自身的

创新主体作用，锚定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

化方向，持续进行技术深耕和积累。良好的市

场环境，也孕育了蔚来、小鹏、理想等造车新势

力，更让小米、华为、百度等跨界企业，深深融

入了产业大发展的浪潮。

如今，站在年产 1000 万辆的新起点上，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又有了更高的奔赴目

标——走向全球市场。深入欧洲、中东、东南

亚、拉美……中国新能源汽车“跑”出去，不仅

可以让优质的智能电动产品服务更广泛的用

户，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为全球的减碳事业作贡献。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

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产

业规模基础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还需

要进一步巩固产业链，强化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特别是动力电池原材料、芯片、操作

系统等。

此外，汽车产业竞争的下一个高地是“智

能化”，目前中国新能源车企已围绕着智能座

舱、自动驾驶细分领域积极布局。随着AI技术

的深度应用，智能汽车产业随时面临着新变

化、新挑战。中国新能源车企有必要紧抓产业

发展契机，巩固优势，在汽车智能化领域实现

全球领跑。

新能源车年产量破千万 汽车强国建设站上新起点

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公司昨日宣布

对上证 180指数编制方案进行修订，并于 2024
年12月16日正式实施。

上证180指数于2002年7月发布，是我国资

本市场和上证指数体系中的重要标杆指数之

一，由沪市规模大、流动性好的180只证券组成，

定位于反映沪市大盘蓝筹公司的整体表现，是

最能反映沪市全貌的成份指数。指数发布时，沪

市上市公司仅700家左右，为反映当时沪市市场

结构，指数采用基于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分配各

行业样本数量的方法，使得样本数量在行业分

布尽可能与沪市上市公司情况保持一致。

本次修订内容，一是采用流动性筛选与市

值排序相结合的选样方法，进一步提高样本市

值覆盖度，增强指数表征性；二是设置个股、前

五大样本权重上限，新增行业均衡规则，使得样

本一级行业合计权重分布与样本空间相应行业

自由流通市值合计占比保持一致，进一步提升

指数对宏观产业结构变革、沪市公司行业分布

的代表性；三是引入ESG可持续投资理念，剔除

中证 ESG 评价结果在 C 及以下的上市公司证

券，降低样本发生重大负面风险事件概率。

上证180指数方案优化后，指数定位更加清

晰，指数表征性、投资性和稳定性均有提升，更好

反映了沪市核心上市公司证券整体表现。具体而

言，一是对沪市的表征性更强，指数样本在沪市

的市值、营收、分红、净利润覆盖度分别达到约

61%、63%、76%、82%，比修订前分别提升2.4%、

1.4%、4.1%、4.9%；二是更能体现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方向，信息技术、医药卫生、工业等“新经济”

相关行业权重提升9.5%，科创板权重提升1.8%；

三是指数行业均衡规则更合理，样本权重行业分

布基本与沪市整体行业特征保持一致，更好反映

资本市场结构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四是指数收

益率、稳定性进一步提升，近十年年化收益率提

升约1个百分点，年化波动率降低0.1个百分点，

近三年样本周转率下降至约8%。

近年来，上交所不断加快投资端建设，持

续丰富指数高质量供给，推动增量中长期资金

入市，积极提振资本市场。下一步，上交所将继

续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完善、丰

富上证宽基指数体系，为市场提供更多样化的

投资标的和参考工具，鼓励各类中长期资金通

过指数化投资方式配置资产，加快培育形成以

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为主的指数化

投资生态。

上证180指数编制方案修订“新经济”权重大幅提升
设置个股、前五大样本权重上限，新增行业均衡规则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越来越多的“硬科技”企业通过并购重组

做大做强。今年上市的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占比超八成；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募投管退”在政策支持下出现了新变化。一系

列新动向折射出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的新趋势。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瑞东表示，新

“国九条”和“1+N”政策落地，资本市场已成为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之一，预计将进

一步引导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聚集，提升制

度包容性，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支持科技

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

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

资金加快流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领域，资本市场

正引导资金加快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相关领域聚集。

截至 2024年 11月 13日，今年新上市的 80
多家企业中，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企业占

比超八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服务覆盖面和

精准度正不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

公司主要分布在科创板、创业板以及北交所。

今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

通过再融资募集的金额约 220亿元。高瑞东指

出，通过融资与再融资，资本市场为新质生产

力相关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也为

投资者分享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发展成果

奠定了基础。虽然资本市场今年的融资节奏放

缓，但服务科技创新的特征更加显著。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统计显示，2024年前

三季度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达1.10万亿元，同比

增长3.9%。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企业研发投

入不断加大，前三季度研发强度分别为4.74%、

9.94%、4.73%。 （下转A5版）

改革引来多股活水 资本市场向“新”后劲足
资金加速流向战新产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力，并购重组激活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记者14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全国保

交房工作推进有力，截至11月13日，全国已交

付285万套。其中，上海、福建、甘肃、黑龙江、河

北承德、江苏徐州等74个省市保交房交付率已

超八成，贵州六盘水、福建厦门、湖北鄂州、甘

肃平凉、辽宁葫芦岛等24个城市保交房交付率

已超九成，江西新余、甘肃金昌等6个城市保交

房交付率已达10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为了更好地完成保

交房任务，各地因城施策、创新举措，坚持高位

统筹，通过加强政府调度、督促企业“瘦身自

救”、激励银行融资、加大司法支持、分类处置

等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加快推进保交房工作。

经过各地各部门的持续推进，297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均已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在协调

机制推动下，银行不断优化房地产开发贷款管

理流程，创新信贷融资方式，助力更多房地产

项目解决融资难题。截至 10 月 31 日，房地产

“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超3万亿元。

住建部：全国保交房工作已交付285万套
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超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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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总局：
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

A6
社保“第六险”将全面推进
业界呼吁建立动态筹资机制

A7
车圈大动作
吉利控股推动极氪领克整合

A8
增持回购贷款政策给力
公司热情高涨行动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