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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断加速。
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不断突破，航空
航天、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创新成果
层出不穷，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创新高
地之一。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产品化，
再到商业化，最后到产业化，需要不断
跨越。如何更好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优
化融资结构，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所
需的金融模式？2025陆家嘴论坛与会
嘉宾对此进行了探讨。

新兴科技企业境内外都开花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量子技术、商业航天等为代表的前沿
技术蓬勃发展，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
集活跃期。

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超
前布局……中国不仅创新成果层出不
穷，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下，科技
创新正在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加快
推进，技术突破向市场应用加快转化，
诸多领域都迎来激动人心的“DeepSeek
时刻”，出现了一批生而全球化的新兴
科技企业，境内境外都开花。

作为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
要金融力量，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我国
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过程中，

大力推动大型技术装备、“新三样”等
优势产品出口，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
等外贸新模式新业态，为新质生产力
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搭建广阔舞台。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王春英介
绍，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领
军银行，进出口银行支持的项目累计
带动投资超过4000亿美元，打造了乌
兹别克斯坦光伏电站、埃塞阿达玛风
电、中老铁路、孟加拉帕德玛大桥等一
批标志性工程。大量中国企业以重点
项目为依托，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产
业链深度融合，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在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开放发展。

亟待金融“孵化器”“加速器”支持

从近年国内外实践看，无论是大
而强的科技巨头，还是小而美的科创
新秀，都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然
而，与科技创新“十年磨一剑”的坚守
相比，我国的金融供给仍存在资金短
期化、风险容忍度低，长期资本、耐心
资本不够等问题。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指出，科技
企业不仅需要融资，还需要市场资源
整合、商业模式创新、公司治理提升等
服务，帮助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跨越

“死亡之谷”。而我国对创新的激励约
束机制不完善，如何健全人力资本、知
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估值定价体系，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有效衔接，还亟待优化制度机制。
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张辉也表

示，在实践中要想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
章，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科技成果
要从实验室实现产业化，在“0到1”“1到
N”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是金融往往
追求的是预期确定性，预期差异容易导
致金融资源的错配。传统金融更注重现
金流、财务指标，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技
术评估对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
金融机构往往提供的金融产品、金融服
务较为单一，需要打通资金供给渠道。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蔡
希良表示，保险资金是老百姓的养老钱、
救命钱，对资金运用的安全性要求比较
高，科技企业早期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所
以保险资金投早、投小存在天然障碍。

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人寿积极探
索创新S基金接力投资的模式，通过政府
产业引导基金完成重点领域科技企业孵
化，保险资金在相对成熟阶段进入，既帮
助政府基金“腾笼换鸟”，又满足保险基
金的稳慎投资原则，实现政府引导扶持
产业从“0到1”，市场化基金从“1到100”
的投资接力，实现投早、投小的突破。

政府市场共建科技金融生态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面临更加严峻
的外部环境与现实挑战，呼唤着更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有为政
府必不可少。王春英认为，政府在这个过
程中，如果通过顶层设计给予政策的引
导和体制机制的多元保障，撬动财税杠
杆精准激励，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可以
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合力，为产业升
级提供动力。

加速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提供接
力式综合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张辉认
为，科技型企业从初创、成长到成熟，需
要的是直投、投行、商行、保险、担保等诸
多金融机构，多个金融品种接续发力。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
融学讲席教授汪勇祥认为，中国金融业
需要逐步提高股权融资比例。

“在新的形势下，构建以资本市场为
枢纽的创新生态、提升创新资本形成效
率，对于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意义重大。”吴清说，一方面，资本市
场具有独特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激励
相容机制，能够提供从风险投资到上市融
资、并购重组的全链条、接力式服务，满足
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企业
需求；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通过对关键要
素和资产定价，可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和
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带动人才、技术、数据
等生产要素有机融合、协同集聚，不断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服务传统产业升
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

新华社上海6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桑彤 刘慧

金融“加速器”赋能科技创新如何更“给力”？
——来自2025陆家嘴论坛的声音

“中国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成效
显著”“广袤乡村正焕发蓬勃生机”“到
经济大省走一走，就能亲身感受到中
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组织“外
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来自美
国、英国、西班牙、荷兰、新加坡等国家
的 40 余名媒体记者走进江苏省和浙
江省，深入采访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绿
色发展以及“经济大省挑大梁”情况。

进工厂、访企业、游乡村，此次活
动中，既有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采访
足迹遍及各地的“中国通”，也有刚来
中国不久的“新人”，还有外国记者用
熟练的中文畅谈采访感受。同行的各
国媒体记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中
国的发展充满好奇，并有着独到的观
察和记录。

看科技创新——
来到位于江苏的魔法原子机器人

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灵活翻着跟头
的机器狗和高动态跑步的人形机器
人，吸引了各国媒体记者的目光；空间
并不大的实验室里，十余台机器人整
齐排列，正专注于高速马达上下料等
工序的技能训练。

“这款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72、体
重65公斤，体形参数与成年人十分接
近，从躯干到四肢，其零部件的自研比例
已超过90%。”魔法原子总裁吴长征说。

他还向记者们介绍，公司已有部
分人形机器人进驻工厂，开展产品检
测、物料搬运等作业训练。“我们接下
来的目标是将机器人技术更好应用于
实际生活和生产场景中，加速转化形
成新质生产力。”

参访完这家成立于 2024 年的创
新型公司后，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记者艾特金感触颇深。他对中国的人
工智能以及机器人产业十分感兴趣，
此前，他在北京报道过“人机共跑”半
程马拉松。

“中国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成效
显著，很多小型科技公司也能够获得
技术、资金等支持，这对它们实现技术
突破非常有利。”艾特金说。

看绿色发展——
“我知道浙江目前正在开发许多

高科技项目，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
得了非常迅猛的进展，我很好奇这些
是如何促进中国绿色转型的。”来自西
班牙电视台的记者说。

总部位于杭州的吉利控股集团，业
务涵盖汽车及上下游产业链、绿色运力、
醇氢生态等。今年一季度销量达到94.7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46.3万辆，同
比增长83%，新能源渗透率达49%。

走进吉利汽车长兴生产基地，冲压、
焊装、涂装、总装等生产线上，机器轰鸣
不断、机械臂上下飞舞，不到一分钟下线
一台车。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整个工厂拥
有近1000台工业机器人，生产自动化率
已经实现100%。

一名外国记者长期关注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但实地参观汽车生产线还是
第一次。他感叹：“我从未见过如此景象，
亲眼所见后更能深切感受到企业的高生
产效率和强大的研发实力。”

看乡村振兴——
茶园梯田层叠，竹林沙沙作响，花海

引人入胜；漫步村中，精品咖啡馆、雅致
茶室、非遗手作工坊等一应俱全……

位于江苏南京江宁区的苏家理想
村，已然从荒芜的小村庄蝶变为兼具田
园诗意与商业活力的宝藏目的地。目前
全村共有特色民宿11家，年游客接待量
达50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近3000万元，
更多年轻人愿意返乡创业。

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记者戴思
佳说：“实在是太奇妙了！这超越了我对
传统中国乡村的想象，来这里休闲度假
是很好的选择。”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是“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

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告诉记
者，这里曾依靠采石挖矿为生，一度水土
流失、粉尘漫天，经过多年治矿改造、做
优文旅产业，实现了“采石经济”向“生态
经济”的转型升级。

废弃矿坑和老旧厂房变成了青年图
书馆和五彩田园，数字游民公社、机器人
实践基地等新兴业态扎堆入驻，国漫茶
咖、乡音小馆等网红打卡点遍地开花……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余村的故事吸
引了外媒记者们驻足。

巴西《圣保罗页报》记者潘内森说，他
一直有注意到中国提出的有关美丽乡村
建设理念，也看到了不少地方因此生态环
境改善、产业发展兴旺，实现旧貌换新颜。

“余村的实践为乡村发展提供了范
例。成功的经验可以被复制，更多乡村的
美好未来会被点亮。”潘内森说。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吴琼 郑可意

“外媒看中国”走进江苏浙江：

感受经济大省“硬实力”

“大胃王”联合收割机快速行进，一亩地从收
割到脱粒用不到10分钟；梯田稻麦收割机在丘陵
间爬坡上岭；北斗辅助装备精准监测、调控作业状
态，收割机和运粮车自动调头、转弯、卸粮、转运有
条不紊……

“三夏”时节，在全国小麦主产区，各式各样的
夏收“黑科技”精彩呈现，为古老的农耕文明带来
现代发展活力。

千百年来，麦子熟了一回又一回，收获的喜悦
年年相似，收获的方式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夏粮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这个夏
收，全国投入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单机日均收
获面积达80亩，效率比5年前提高了30%以上，麦
收总体进度比常年快了2至3天。

从昔日“弯腰挥镰”到如今“开机”收麦，我国
农业机械化日新月异的发展，是“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生动实践，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扎实进展。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今天，行走田间，满满的“科技范”扑面而来：

9至10公斤/秒大喂入量联合收割机成为跨
区作业主流机型，收麦速度和质量更加炫酷；有了
北斗辅助驾驶、作业质量监测、触控操作终端等智
能化设备的加持，不少麦区实现了无人作业、“定
制”路线的收麦场景……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
进入机械化为主导的阶段，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超过75%，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
械化，国产农机产品类型达到4000多种。

几年前，高端采棉机在我国还不能自主批量生
产，国内市场份额极低。随着新疆等地棉花产业对高
端采棉机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自主研发出6行打
包采棉机，量产后国内市场占有率如今已近70%。

在农业农村广阔市场需求的牵引下，主粮之
外，在大豆、棉花等重要农作物以及经济作物、渔
业水产等领域，农业机械也实现快速发展。

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更多积极行动在推进：

将领跑全球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向农机领域延
伸，新能源拖拉机尤其是混合动力拖拉机日益受
到业内欢迎；

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农机产业链加速智能化转型，多地建设“无人
农场”，“会思考”的农机催生农业生产新变革……

不仅如此，我国农机装备持续更新换代，带动
先进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艺技术集成配套，也促
进高素质农机手等乡村人才培养，从而提升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推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

向新向质而行的国产农机装备，在深耕国内
市场的同时，也“播种”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越来越
受到海外用户的青睐。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
累计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7%。

新起点上，我国农机装备市场前景广阔，产业发
展空间巨大。但也要清醒看到，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国
产农机装备发展仍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持续推进研发
攻关，全链条夯实发展基础，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更好发挥农机主力军
作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国产先进适
用农机装备等研发应用；“农机装备补短板取得阶
段性成效”写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
2035年）》的主要目标；政策持续发力，推进机具装备优化升级，最
大限度减少机收粮食损耗……

面向未来，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推进补短板强
链条，加快实现国产农机装备全面支撑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千年传
统农耕文明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交融激荡，将不断绘就沃野新

“丰”景。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胡璐 古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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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19日电（记者陈
地）19日，2025年第12届世界运动会
奖牌“竹光”正式亮相。该奖牌名取自
谐音“逐光”，不仅包含太阳神鸟纹
饰、大熊猫等成都元素，还贴心地设
计成“开口”的样式，运动员可将奖牌
中的徽章赠予他人，承载着独特的“分
享”理念。

“竹光”奖牌正面居中的是国际世
界运动会协会会徽，赛事中英文名称
环绕呼应。巧妙融入的太阳神鸟纹饰，

与暗合城市轮廓的流动凹凸线条，在
底部营造出层层光芒，既彰显中华文
明、巴蜀文化的璀璨历史，更象征着运
动精神永恒闪耀。

转向背面，世运会会徽居于中心，
设计灵感源于象征高洁与坚韧的中国
竹文化——竹节与竹叶的造型，诠释
了运动员勇攀高峰的向上精神。整体
呈现的大熊猫“蜀宝”造型，则寓意着
成都世运会以体育为桥梁，传递如国
宝般珍贵的世界和平与友谊。

此外，“竹光”以其精巧的内部结构
引人瞩目，诠释了“分享”的核心理念。轻
轻向左翻开奖牌正面，一枚独特的金属
质徽章便呈现眼前：一面是灵动的川金
丝猴“锦仔”，另一面则由太阳神鸟环绕
成都世运会会徽。

这枚徽章双面可佩戴，还能连接项
链使用，获奖运动员可将这枚徽章从奖
牌内取出后赠予对其重要的人。这不仅
是胜利喜悦的即时分享，更是对一路默
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最深情的致谢。奖

牌内部中心，盛放的成都市花芙蓉花，以
其“深厚友谊”的花语，默默祝福着这份
因体育而生的情谊长存。

据介绍，这枚承载着分享与致敬意义
的金属徽章，其诞生本身严格遵循“绿色”
理念。它将由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报废汽车
回收金属精心再造而成。汽车城的金属资
源循环再生，也传承了绿色环保理念。

成都世运会将于8月7日至17日举
行，设置了34个大项、60个分项、255个
小项，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奥运会项目。

成都世运会奖牌“竹光”正式发布

6 月 18 日，在广西柳州市北
部生态新区机器人产业园，首台
广西制造的工业版人形机器人正
式亮相。

当日，在广西柳州市北部生
态新区机器人产业园，柳州优必
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量产工业版
人形机器人“Walker S1”正式下
线。与传统机械臂相比，工业版人
形机器人凭借其类人形态、灵活
关节及强大的智能决策能力，能
快速适应复杂多变的产线需求，
实现“一机多能”的跨场景作业。

新华社发 黎寒池 摄

广西工业版
人形机器人下线

新华社沈阳6月 19日电
（记者丁非白）记者 19 日从中
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7月1日起，国铁沈阳局将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
大站快车由现行的 16 对增加
至28 对，开行时速350 公里的
列车 56 列，沈阳到北京最快 2
小时29分到达。

据了解，实行新的列车运
行图后，京沈高铁动车组列车
将按新时刻、新车次、新站停、
新编组运行，北京至沈阳最快
旅行时间为2小时29分，较现
在压缩 15 分钟；北京至铁岭、
四平、本溪最快旅行时间分别
为 2 小时 46 分、3 小时 14 分、3

小时，较现在分别压缩 44 分
钟、53分钟、67分钟；北京至丹
东间首次开行时速350公里高
品质标杆列车，最快旅行时间
为3小时47分，较现在压缩67
分钟，沿线城市间时空距离进
一步缩小。

据国铁沈阳局介绍，北京
至哈尔滨高速铁路北京至沈阳
段将于近日完成安全标准示范
线拉通试验及确认验收等工
作，并于 7 月 1 日正式投入运
营。此次京沈高铁建成安全标
准示范线后，沈阳至北京间复
兴号动车组列车可常态化按时
速 350 公里运营，进一步释放
高铁路网整体效能。

京沈高铁将提速
沈阳至北京最快2小时29分到达

6月19日拍摄的河北省卢
龙县木井镇蔬菜种植基地的智
能温室。

近年来，卢龙县持续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民

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设施
农业，种植高品质蔬菜，促进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卢龙：发展设施农业促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