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23年9月被首次提出后,新质生
产力便成为中国经济的热词。

在各地因地制宜谋划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当下，四川提出，用新的生产力
理论指导四川发展实践，努力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

“四川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有
条件、有优势。”4月13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昌林在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
示，在科技创新领域，四川有条件让更
多科技创新成果从样品到产品、从“书
架”到“货架”；在产业创新赛道，四川
有优势巩固提升在全国产业版图中的
位势和能级。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必须紧紧把握这轮科技革命机遇

记者：为何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王昌林：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
必然要求。一方面，我国正处在新旧动
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随
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
自外部的遏制不断升级。这客观上要求
我们必须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

创新，努力推动形成新的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新的
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不断成长壮大。我国在数字经济、
光伏太阳能、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实现换道超车；生物医药、量子信息、高
端装备等领域研究实现重大突破，我国
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优势。只
要把握住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优势，我们
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在新赛道实现
跨越发展。

记者：如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王昌林：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又在孕育新的重大革命性突破，
为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紧紧把
握这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努力
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重点
要把握三大机遇。

一是把握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发展机遇。加快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加速经济发展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二是把握全球清洁能源、经济社
会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以更大力度
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
保障。

三是把握生物科技革命机遇。加快
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等发展，
大力发展生物经济，为推动农业强国、健
康中国、美丽中国提供新手段新途径。

四川有条件在多个领域
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记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
质生产力有何挑战与优势？

王昌林：四川提出，用新的生产力
理论指导四川发展实践，努力在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
前列。这是抓住了推动四川发展方
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

的关键。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提出，要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标志着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4年多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实现新突
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四川发
展的重大机遇，也是高质量发展现代化
建设的总牵引。

四川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
期，深度工业化水平还不够高。因此，首
先要发展，其次要提高质量。对于四川
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四川一方面要打造
创新的“热带雨林”，培育良好的创新生
态；另一方面则要打造科学研究的“原始
森林”，培育更多“从0到1”的创新成果。

在科技创新领域，四川有条件在先
进核能、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医学、
新材料等方面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
破；有条件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从样品
到产品、从“书架”到“货架”，努力形成更
多现实生产力。

在产业创新赛道，四川晶硅光伏、动
力电池、钒钛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态势强劲。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第六代移动通信、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
重点领域前瞻部署，抢占未来发展制高
点，四川有条件巩固提升在全国产业版
图中的位势和能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雨笙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昌林
受访者供图

四川有条件让更多科创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昌林谈新质生产力发展

11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4年4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江亨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财经

白 杰 品 股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集体调整，沪指退
守3000点，微盘股指数再次大跌，跌
幅超10%，盘面上超4900只个股下
跌，全行业板块皆绿，北上资金净卖
出约28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19只，跌幅超9%的个股近1700只。
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失守5日均线，两
市合计成交9472亿元环比萎缩；60分
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
60分钟MACD指标再次死叉；从形态来
看，两极走势继续上演，即便权重股
有护盘动作，但微盘股的快速杀跌再
次影响市场人气，使得短期技术信号
失效，市场再次进入情绪引导的走势
中，创业板指也跌至黄金分割支撑位

1757点附近，由于短期超卖严重，后
市面临超跌反弹。期指市场，各期指
合约累计成交增加、持仓减少，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
来看，期指合约出现4个正溢价说明
短期超跌，即便是小盘股也存在“误
伤”下挫，后市股指再次面临强纠偏
走势。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云信（600155）120万股、会稽
山（601579）65万股、卓胜微（300782）
8.6万股、太极实业（600667）120万
股。资金余额9265625.87元，总净值
38647325.87元，盈利19223.66%。

周三操作计划：卓胜微、太极实
业、华创云信、会稽山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情绪

4月16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
司长郭瑞明就分红和退市有关问题答记
者问。

问：本次股票上市规则修改，引入了
分红不达标实施ST的安排。请问是否
会有大量公司因分红不达标被实施
ST？分红不达标是否会被退市？

答：分红不达标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ST），主要着眼于提升上市公司分红
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重点针对有能力
分红但长期不分红或者分红比例偏低
的公司。需要指出的是，ST不是退市
风险警示（＊ST），主要是为了提示投
资者关注公司的风险。公司如仅因此
原因被ST，并不会导致退市；满足一定

条件后，就可以申请撤销ST。
实施ST针对的是有盈利的企业，即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母公
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正值的公
司。在判断实施条件上，只有当三年累
计的分红比例（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总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
均净利润的30%）和分红金额（主板为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分红金额低于
5000万元，科创板和创业板为3000万
元）均不满足要求时，才会被实施ST。

规则设置的条件，充分考虑了科创
板和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大，部分企业
仍处行业发展早期的特点。对于研发
强度大（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

入占累计营业收入15%以上）或研发投
入大（三年累计在3亿元以上）的企业，即
使分红未达到上述条件的，也不会被实
施ST。

以2020-2022年度数据测算，沪深
两市可能触及该标准的公司数量仅80
多家。

问：上周五，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严
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证券交易所
同步发布了修订后的股票上市规则，向
市场公开征求意见。有观点认为这对
小盘股走势造成较大冲击。请谈谈您的
看法。

答：本次退市指标调整旨在加大力
度出清“僵尸空壳”“害群之马”，并非针

对“小盘股”。在标准设置、过渡期安排
等方面均做了稳妥安排，短期内不会对
市场造成冲击。市场有观点认为“本次
退市规则修改主要针对小盘股”，这纯属
误读。

根据测算，沪深两市明年适用组合
财务指标触及退市的公司家数预计在
30家左右；明年可能触及该指标并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约100家，这些公
司还有超过一年半时间来改善经营、提
高质量，2025年底仍然未达标准，才会
退市。市值指标方面，沪深两市当前仅4
家主板公司市值低于5亿元，科创板、创
业板暂无公司接近3亿元市值退市指标。

据央视新闻

证监会回应市场热点问题

公司仅因分红不达标被ST不会导致退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