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林

管
涛

刘
胜
军

卓
志

朱
克
力

04
2023.9.22
星期五

编辑江 亨
版式詹红霞
校对毛凌波

峰会现场，包括
基金项目、创投项目
和高能级项目在内
的12个成都产业建
圈强链重要项目完
成签约。

2023中国资本创新(成都)峰会成果丰硕

12个成都产业建圈强链重要项目现场签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朱珠）9月21日，由

成都市政府主办、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承办的2023中国资本创新(成都)峰会在成
都举行。现场，包括基金项目、创投项目和高
能级项目在内的12个成都产业建圈强链重要
项目完成签约。

4月起，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进行了优化
调整。成都着力布局构建电子信息、数字经
济、航空航天、现代交通、绿色低碳、大健康、
新消费、现代农业等8个产业生态圈，捕捉前

沿技术和热点赛道主攻28条重点产业链，推
动成都迈向高质量发展。

现场签约的4个基金项目包括：成都中
金中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分别与春华景智（北京）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宜宾赛科一期新能源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约，在成都市青
白江区落地子基金；成都科创投集团与长
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湖南瑞世基金成立成
都希迪蓉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同时与成都鹃城金控控股有限公司成
立10亿元郫都科创梧桐新城基金。4个创
投项目包括：成都科创投集团分别与上海
翌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远望未来科
技有限公司签约；策源资本分别与成都国
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玩汇（成都）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约。4个高能级项分
别是：毫末西南总部、世纪互联成都算力平
台暨成渝大节点研发总部、迈格航空西南
总部、戎盛科技总部项目。

创新驱动发展、资本适时助力

五位经济学家建言资本赋能科技创新

建言献策

9月21日，2023
中国资本创新（成
都）峰会在成都举
办。

会上，中美绿色
基金董事长，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
政金融司原司长、发
展规划司原司长徐
林；中银国际证券全
球首席经济学家、国
家外汇管理局国际
收支司原司长管涛；
国是金融改革智库
首席专家、天俱时集
团首席经济学家刘
胜军；西南财经大学
原校长、保险学教
授、博导卓志；中国
信息协会常务理事、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
创始院长、湾区新经
济研究院院长朱克
力5位经济学家就资
本赋能科技创新积
极建言献策，带来深
度前瞻的思想观点。

正如刘胜军所说，科技企业成长与产业
创新发展，离不开产业资本的推动和支持，但
对于如何让资本“敢投”“会投”“能投”，加快
形成新的生产力，朱克力有自己的思考。

朱克力表示，在传统增长空间受限的同
时，新兴领域的发展，不论是数字化智能化还
是绿色低碳转型，市场都有不少困惑，亟需政
策环节进一步把握正确方向，让社会资本未
来之路更为明晰，让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
翼”更强有力。

“在准入门槛方面，包括一些重大的国家
战略性项目，要让社会资本真正可以参与其
中。”朱克力说，目前部分项目仍存在一些门
槛限制。从投资环境来看，部分网络言论也
对民营经济和社会资本造成了困扰，影响了
一些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这些都亟待消解
和优化。

最后，朱克力总结道，真正让资本“敢投”
“会投”“能投”，需要提信心、明方向、破门槛、
解融资、优环境。其中，“提信心”构成基本前

提，“明方向”锚定战略准心，“破门槛”释放投
资空间，“解融资”提供要素保障，“优环境”构
建长效支撑。“这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迈
向‘创新中国’的必由之路。”他说。

让资本“敢投”不单单需要提信心、明方
向、破门槛，更需要保险资金的支持和参与。
需要指出的是，保险资金作为长期的优质资
金，是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是维护市场稳定
的重要一环。近20年来，保险资金基于长期
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的理念，在促进自
身发展的同时，对资本市场平稳发展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卓志表示，保险资金更好地参与到资本
市场的建设，要以价值投资为前提，险资看好
资本市场的前景和长期投资的价值，这一点
没有变。“因此，要发挥长期资金的作用，尤其
是要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保持资本市场平
稳运行，这是实现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信
心的担当与使命。”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同
时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中国该如何应
对挑战？对此，管涛表示，中国经济政策长短
期结合，以结构调整为主，政策刺激为辅。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央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中，包括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积极培育增长新
动能四个方面。管涛说：“培育增长新动能
中，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未来
发展的重要赛道。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多层次
的资本市场作用，包括投资端、融资端、交易
端，还有一系列长期的制度安排等，有助于增
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变得更可持续。”

管涛认为，要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经
济，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通过创新发展着力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
发挥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

徐林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结构性减
速的压力，GDP增速从过去的9%左右逐步降
到现在的6%左右。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
素是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因此，就需要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解决结构性减速压
力。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如
何让科技创新驱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是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话题。

“中国未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是和‘数字智
能转型’‘绿色低碳’结合在一起的。”徐林说，
中国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有雄厚的制造基础和相对坚实的研发能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多该领域的不同创新，
并且这种创新的应用可以得到消费市场的支
持。所以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比别的国
家更细致的分工，更容易成功。

与徐林关注“数字智能转型”“绿色低碳”
不同的是，刘胜军更加关注企业创新过程中
在资本市场的机会。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有实体经济支撑，同时中国正在经历从
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的转型，在目前的转型
和跨越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众多新的投资机
会。“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好，是完全具
备可能性和基础的。”他说。

对于资本市场发展，刘胜军表示，要保证
生产线运转自由，最重要的一点，从供给侧来
讲就是要创新突破，这就需要靠企业家创新，
企业家创新离不开风投和资本市场的助力。

发挥科技创新积极作用
更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多手段护航“创新企业”
让资本敢投、会投、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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