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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要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各地特别是
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要积极搭建数字
化专精特新企业与传统企业合作的桥
梁，积极利用和创新有关的政策工具。

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是指运用
数字化技术、理念和方法，赋能特定传
统领域，提升传统企业效率、实现传统
企业降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的企业。
不同于一般的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专
精特新企业聚焦特定垂直行业，在明
确的业务领域不断深度挖掘，在技术
和商业上形成超过一般中小数字化企
业的特色和能力，能够率先应用新的
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企业，实现传统
企业数字化战略有效落地。

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善于运用如
AI、VR等数字技术，针对传统企业经营
中的痛点和难点，解决其经营中的各种
新的问题，提升其竞争能力。同时，这
些企业自身也在发展壮大，向数字化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甚至数字化隐形
冠军企业迈进，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助力传统企业数字
化转型和升级的关键角色。过去我国
专精特新企业更多分布在传统制造业
等行业。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
人们消费习惯不断升级，传统生产方
式加速重构。传统企业的大规模生产
正在向高频次、小批量、非标准、定制
化方向发展，原有的规模优势及成本

优势逐渐弱化，通过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加持，发挥精益
生产基础上的敏捷和效率优势实现降本增效，成为专
精特新企业新的成长逻辑。

为应对这一变化，传统企业不断加大数字化投入，
努力从企业信息化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但当前仍
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企业自身缺乏数字化的技术和能
力，无法迅速而有效地搭建数字化基础设施，针对性解
决企业效率提升问题；二是大型数字化企业不愿进入，
由于制造企业行业众多，每个行业都拥有自己独特的
专有技术，企业规模有限，大型数字化企业难以实现快
速盈利，因而其赋能实体企业的意愿不强。

在此背景下，一批专门以赋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的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应运而生，且数量和质量
都在不断上升和提高，初步统计，浙江省新增专精特新
企业中，以数字化赋能为主要功能的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约占总数的20%，在赋能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增
强企业数字化能力以及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的建设等更
广泛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赋能传统实体经济数
字化转型和升级的主力军。传统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缺
失和大型数字化企业的缺位，决定了深耕特定领域数字
化技术，掌握企业实际需求的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成
为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的主力军。

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在赋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一是制造业等产业的重构对
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掌握传统企业专有技术的能力带
来新挑战；二是对全新数字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上，
需要企业不断精进和迭代。

为加快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还需解决如下
问题。第一，传统企业要改变固有观念和畏难情绪，
由“不愿转、不想转、不能转”转变为必须实施数字化
转型与升级，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第二，各地特别
是制造业集中的地区，要特别关注数字化专精特新
企业的发展与优势，积极搭建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与
传统企业合作的桥梁；第三，积极利用和创新有关的
政策工具，为数字化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金融、财政、
信贷等多方面的支持，助力数字化专精特新企业的持
续成长。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平台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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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已经像水、电
一样，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工
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算力基础
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从计算力、运载力、存储力
以及应用赋能等四方面提出未来算力基
础设施三年发展目标。相关业内人士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行
动计划》的发布，将有利于加速推进网络
设施与算力设施配套部署，推动算力相
关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合力，共建良好发
展生态，进而满足经济建设中的各类算
力应用需求。在共建“一带一路”基于高
质量发展和绿色化要求的背景下，以算
力为代表的新基建将成为沿线投资的重
点领域之一。

推动数实融合
利好相关产业链

算力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是承载
和推动人工智能走向实际应用的决定性
力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在向纵深演进，算力基础设施的重
要性不断提升，各国持续加大投入。从
国内经济发展来看，实体经济固然是核
心，但在新形势下，数字经济正不断为实
体经济提供技术场景。搭建数字平台并
推动数实融合发展，正成为促进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相关负责人

在解读《行动计划》时指出，近年来我国
算力基础设施发展虽然取得显著成效，
但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
务相比，与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要
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而这也是此次

《行动计划》的重要背景。
“数字经济是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

点’，算力作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VR/AR等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是
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眼下，数
字经济发展走向深水区，超算、高算、智
算等算力需求爆发，算力供需结构进一
步承压，加大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紧
迫任务。”网宿科技高级副总裁黄莎琳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

《行动计划》的提出正逢其时，将对我国
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展带来方向性指引和
政策利好。

事实上，我国算力产业已实现了明
显的规模效应。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测算，2022年我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
达到 1.8万亿元，算力正加速向政务、工
业、交通、医疗等各行业各领域融合渗
透，在算力方面，每投入1元，将带动3至
4元的GDP经济增长。

“我国算力产业已初具规模，服务
器、计算机、智能手机等计算类产品产量
位居全球第一，高算力芯片加速迭代升
级，一批行业骨干企业茁壮成长。”工信

部部长金壮龙在 2023 中国算力大会上
表示。

《行动计划》部署的25项重点任务将
致力打造一批算力新业务、新模式、新业
态。也将多方面统筹考虑算力供给建设，
从算力设施布局、算力结构配置、边缘算
力部署、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引导，
提升算力综合供给能力。这也将为算力
相关产业链带来发展机遇。算力产业链
上游为软硬件和设备，中游以算力网络和
平台为代表，包括AI计算、边缘计算、IDC
服务、网络设备、网络平台、算力安全等，
下游则主要应用于互联网、政府、服务业、
电信业、金融业、制造业、教育等领域。

助力“一带一路”
优化算力设施布局

《行动计划》在优化算力设施建设布
局中提到，要促进我国东西部地区算力
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加强对数据中心
上架率等指标的监测，指导整体上架率
低于 50%的区域规划新建项目加强论
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布局海外算力设施。

对此，黄莎琳建议，我国应在三个方
面优化算力基础设施。一是算力形态方
面，需完善多元算力体系，加快超算中
心、智算中心和边缘数据中心的建设规
模，以满足科技创新对于多元普惠算力
的需求。二是算力供给方面，应该加强

算力资源整合和共享，将各行业的算力
资源有效整合，减少重复建设和浪费；还
应通过构建算力资源的共享网络，提供
更高效、可靠、普惠的算力服务。三是算
力能耗方面，需加快推动算力绿色升级。

“算力规模爆炸式增长带来了算力
能耗的急剧增长，在‘双碳’目标指引下，
应加快节能降耗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包括液冷、高压直流电、模块化UPS
等绿色高效技术等，推动绿色低碳的算
力建设。”黄莎琳说。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是基础
设施领域。以工业、交通、医疗等典型行
业为主要场景，打造一批优质项目和解决
方案，推动模式新颖、特色鲜明的算力应
用落地，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际
需求。对于算力相关新基建，黄莎琳认
为，算力相关企业与海外机构合作要因地
制宜，了解当地电力供应情况、数据中心
建设需求和环境等因素，适当加大“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算力基础设施资源投入力
度。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
和支持企业参与海外算力设施建设；还可
提供技术和资源支持，与企业建立密切的
合作关系，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解决在
海外设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此外，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可以组
织相关的推介活动和交流会议，为算力
相关企业与海外合作伙伴搭建沟通桥
梁，增进互信。”黄莎琳说。

算力新基建迎政策利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算力基础设施资源投入力度有望加大

■ 本报记者 张沐锡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不断提升
“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水平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17 日
表示，将指导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提
升“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水平，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银
行业保险业持续优化海外布局，不
断丰富金融产品，加强多方合作，着
力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支持
和保险保障。

据介绍，银行保险机构持续优
化和完善境外机构布局，打造“一带
一路”金融服务网络。截至 2023年
6月末，13家中资银行在 50个共建
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机构，6家中
资保险机构在8个共建国家设立了
15家境外分支机构。

中资银行积极为“一带一路”项
目提供融资支持。截至 2022年末，
政策性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贷款合计3.1万亿元；大型商业银行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贷款余额约
2.3万亿元。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表示，将
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持续优化海外
布局，不断扩大对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
加强金融创新，推动资金融通持
续深化，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
更为灵活多样的全方位金融服
务；加大金融对健康、绿色、数字、
创新等“一带一路”合作新领域的
支持力度；统筹发展与安全，将合
规经营贯穿“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全过程。 （辛华）

时至四季度，冲刺全年经济目标进
入关键时期。近期，辽宁、江苏、安徽等
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建设，成为四季度
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辽宁近日有 1100 多个新项目实现
开工，总投资超过 1600 亿元，为全年固
定资产投资增添新动能。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省将以 15 项重大工程为抓手，持
续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加强重大项目储
备，在破解难题中推动项目投资高质量
发展，突出抓好项目谋划储备、前期论证
和落地转化，全力以赴优服务强保障，加
快形成谋划储备一批、前期准备一批、开
工建设一批、竣工达产一批的良性循环
发展局面，为全面振兴三年行动首战告

捷提供坚实支撑。
此前安徽2023年全省第四批重大项

目开工，共有1089个项目，总投资7074.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62.8亿元，涉及制
造业、基础设施、民生等多个行业领域。

四季度以来，河南、福建、广东等多
地均有多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规模多数为近千亿元，部分地区甚至有
数千亿元。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
项目成为各地投资的重点领域。比如，此
次安徽第四批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中，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数量占比超三成。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重大工程项
目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并持续
加强用地、用海、用能、环评等要素保障。

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用于项
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达到 3.3
万亿元，完成已下达额度的90%，专项债
发行已完成大部分计划。

即将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授权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的议案。专家表示，这意味着 2024年
新增债务限额部分有望再次提前在今年

下达给各地，从而有利于各地提前谋划
项目，合理安排债券发行节奏，充分发挥
地方政府债券项目对投资的拉动效应，
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
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表示，四季度做
好稳投资工作，一方面要尽快把专项债
发完用好，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各地的
化债工作，并通过城中村改造、民生领域
投资等，尽力托举基建投资。

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孙彬
彬分析称，10月专项债可能继续放量，叠
加再融资债和商业银行信贷支持，10月基
建投资可能再度走高；需求、利润均有改
善，叠加政策支持力度不减，预计9月至10
月制造业投资或小幅冲高。 （李苑）

冲刺四季度 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扩投资

2023年10月17日，江苏省太
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三井造
船有限公司建造的即将交付国外
船东的4万立方米LPG船，这也是
该公司今年建造的首制 LPG 船。
今年以来，该公司稳订单、抓安全
生产，前三季度建造交付散货船、
LEG船11艘，造船订单稳中有增。

中新社发 钟鑫旺摄

随着各国产业合作日益深
化，贸易投资、技术转移日渐活
跃，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一带一路”倡
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知识产
权合作提供了新契机、新平台。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中国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十周年专
利统计报告（2013—2022年）》（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 10 年来，中
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专利
活动日趋活跃，共有 115个共建国
家来华提交专利申请，累计在华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25.3
万件和 11.2 万件，年均增速分别
为 5.4%和 9.8%；中国共在 50 个共
建国家及相关组织有专利申请公
开，在共建国家累计专利申请公
开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6.7 万件和
3.5 万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25.8%
和 23.8%。

共建国家在华专利活动活跃

《报告》显示，10年来，共建国
家来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总体
呈上升态势，分别由 2013年 1.8万
件和 0.6万件提高至 2022年 2.9万
件和1.4万件。

从专利类型看，共建国家在华

专利申请呈现以发明专利为主，外
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为辅的
特点。2013 至 2022 年，共建国家
在华提交发明专利申请19.9万件，
外观设计专利 4万件，实用新型专
利 1.4 万件，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5.8%、1.3%和12%。

从技术领域看，数字技术领域
成为共建国家在华发明专利优势
技术领域。2013 至 2022 年，共建
国家在华专利申请排名前五的技
术领域分别为半导体（1.6 万件）、
电机/电气装置/电能（1.5 万件）、
其他消费品（1.5 万件）、计算机技
术（1.5 万件）和数字通信（1.3 万
件），合计占申请总量的46.1%。

“10 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领域不断拓展。从专利、商标、版
权等传统领域，拓展到地理标志、
遗传资源等新兴领域，这为共建国
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全面的
知识产权支持。”高文律师事务所
主任王正志在接受《中国贸易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领域不断拓
展，合作机制也实现了不断创新，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既包括
贸易投资、技术转移等直接支持，
也包括人才培养、企业孵化等提高

沿线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持，实
现了依托知识产权提升生产要素
利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有力促进
了创新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
化配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
实，共建国家对中国知识产权保
护环境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越来
越多创新主体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技术交流和创新合作，来华专
利申请的动力不断增强。据悉，
2022 年，共有 73 个共建国家在中
国提交专利申请，较 2013 年增加
7 个；共有 3982 个共建国家创新
主体来华提交专利申请，较 2013
年增加 654个。

朋友圈扩容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合作的常态化机制，也
实施了多个方面务实合作项目，
包括宏观政策沟通、知识产权审
查、基础能力建设、信息数据交换
等。截至目前，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已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专利局、东盟、欧亚专利局等
地区性组织深入开展合作，与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了《关于加

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政府
间协议》指导性文件，中国专利在
更多国家得到认可。

《报告》显示，中国在共建国家
专利申请公开量从 2013 年 0.2 万
件提高至 2022年 1.5万件，年均增
长 25.8%；专利授权量从 2013 年
0.1万件增长至2022年0.8万件，年
均增长 23.8%。“一带一路”专利合
作朋友圈不断扩容增速。2022
年，中国企业共在 41 个共建国家
及相关组织有专利申请公开，较
2013年增加7个，10年间累计达到
48 个，由亚洲为主逐步拓展到南
非、西欧等国家。

2019 年，在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提
出将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合作。此外，“深入推进知识
产权国际合作”还写进了中国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
运用规划》。以互利共赢为核心
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已成为中国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新
方向与新亮点。

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随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区域贸易投资
更加自由便利，RCEP成员国成为

中国加深与共建国家知识产权合
作的重要着力点。2022 年，中国
企业在 RCEP 成员国专利申请公
开量合计 7736 件，占共建国家申
请公开总量的65.6%。

10 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有专利申请公开的中国企业
由 2013年的 430家增加至 2022年
的 2429家，增幅显著，累计有 6882
家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开展专利
申请活动。申请公开量排名前 20
的中国企业共提交 2.8万件申请，
占全部企业总量的 48.4%，主要分
布在数字通信、互联网、能源、家电
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

10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不断践行
绿色低碳发展，创新合作机制，让
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
底色。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中国积极携手与沿线国家在基
础建设、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持续
发力，取得积极进展。据统计，
2013至 2022年，中国在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提交发明专利公开申请
6.5 万件。其中，累计绿色低碳技
术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 3549 件、
授权量 1884 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16.7%、15.8%。

10年来共115个共建国家来华提交专利申请累计在华专利申请量25.3万件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合作再上新台阶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