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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乔宇

10月20日晚间，中国电信披露2023年三
季报。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电信实现营
业收入3811.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5%，
其中服务收入为3497.43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71.0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272.1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0.7%。

从具体业务板块来看，移动通信服务方
面，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电信移动通信服
务收入为1519.16亿元，同比增长2.4%，移动
用户净增1463万户，达到约4.06亿户，5G套
餐用户净增3965万户，达到约3.08亿户，渗透
率达到75.8%，移动用户ARPU为45.6元，同比
增长0.2%。

固网及智慧家庭服务方面，2023年前三季
度，中国电信固网及智慧家庭服务收入达
929.05亿元，同比增长3.9%，有线宽带用户达
到1.89亿户，智慧家庭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拉
动宽带综合ARPU达到47.8元，智慧家庭价值
贡献持续提升。

产业数字化方面，中国电信聚焦客户需
求和应用场景，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网络+云计算+AI+应用”推动千行百业上
云用数赋智，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电信产业数字
化业务收入达997.41亿元，同比增长16.5%。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电信营业成本为
2663.2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主要由
于公司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支撑产
业数字化、智慧家庭等高增长业务的发展，
适度增加能力建设投入；销售费用为407.5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1%；管理费用为
270.3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4%；研发费用
为73.3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0%，主要由
于公司强化科技创新，加大高科技人才引
进，围绕云计算、AI、安全、量子、5G 等重点
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核心能
力；财务费用为5.9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63亿元，主要是铁塔租赁负债利息支出增
长所致。

中国电信表示，未来，公司将着眼数字中
国战略全局、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坚定并
全面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持续推进服务
型、科技型、安全型企业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

中国电信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10.4%
产业数字化业务收入近千亿元

本报记者 李乔宇

10月20日晚间，中国移动披露2023年三季
报。前三季度，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7756亿
元，同比增长7.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6646
亿元，同比增长7.2%，其他业务收入为1110亿
元，同比增长7.4%。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移动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5亿元，同比增长7.1%，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率为13.6%；EBITDA
为2685亿元，同比增长6.7%；EBITDA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为40.4%。

中国移动表示，前三季度，公司牢牢把
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宝贵机遇，深化实施
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发展战略，系统打造
以5G、算力网络、能力中台为重点的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创新构建“连接+算力+能力”新
型信息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经营
业绩表现良好。

具体来看，个人市场方面，中国移动深
化“连接+应用+权益”融合运营，加快推进
5G全民化，持续夯实客户根基。截至三季度
末，公司移动客户总数达到9.90亿户，其中
5G套餐客户数达到7.50亿户，5G网络客户数
达到4.25亿户；前三季度，流量业务保持稳定
增长，手机上网流量同比增长16.2%，手机上
网DOU达到15.6GB；移动ARPU为51.2元，同
比增长1.0%。

家庭市场方面，截至三季度末，中国移动
有线宽带客户总数达到2.95亿户，净增2252万
户，其中家庭宽带客户达到2.62亿户，净增
1786万户；前三季度，家庭客户综合ARPU为
42.1元，同比增长2.4%。

政企市场方面，中国移动强化“网+云+
DICT”一体化拓展，充分发挥云网资源禀赋优
势，保持强劲增收动能。前三季度，中国移动
DICT业务收入为866亿元，同比增长26.4%。

中国移动表示，将坚持稳中求进，着力
推动提质增效，深化分类管理，强化精益管
理，狠抓风险防控，不断激发价值创造活
力，推动全年收入、净利润良好增长，推进
高质量发展，为股东、客户持续创造更大
价值。

中国移动前三季度营收7756亿元
5G套餐客户数达7.5亿户

通信行业三季报速递

本报记者 孟 珂

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据显示，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
155.7，自 2015 年 以 来 年 均 增 长
6.5%。其中，享受加计扣除减免税
企业所占比重指数、每万名研究与
试验发展（R&D）人员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指数、拥有注册商标企业
所占比重指数等3个指标指数年均
增速实现10%以上的增长。

与2021年相比，2022年中国创
新指数增长5.9%，其中，理工类毕业
生占适龄人口比重指数、享受加计
扣除减免税企业所占比重指数、每
万人R&D人员全时当量指数、每万
名R&D人员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指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平均金额
指数等5个指标指数当年增速实现
10%以上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
师李胤解读时表示，中国创新指数
走势表明，我国创新发展水平持续
提升，创新环境明显优化，创新投入
稳步提高，创新产出大幅增加，创新
成效进一步显现，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创新环境明显优化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创新
环境指数为160.4，比2021年增长
5.7%，2015年以来年均增长7.0%。
加计扣除减免税政策力度持续加
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不断
提高，研发费用归集范围不断扩
大，研发费用核算管理制度不断
完善。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加计扣除减免政策受惠企业达11.5

万家，是2015年的7.9倍；占有R&D
活动企业的比例为65.7%，比2015年
高46.0个百分点；享受政策相当于
减免税额达2994.3亿元，是2015年
的6.7倍。

李胤表示，理工类毕业生较快
增加。理工类毕业生是科技创新
的潜在资源，是《欧洲创新记分牌》
等国际主流创新评价体系中的重
要监测指标。2022年，我国理工农
医 类 本 科 及 以 上 毕 业 生 人 数 达
277.1万人，较 2015年增加 72.3万
人，增幅达35.3%。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我国创
新投入指数为146.7，比2021年增长
7.0%，2015年以来年均增长5.6%。
R&D投入保持稳步较快增长。2022
年，我国R&D经费投入达30782.9亿
元，比上年增长10.1%，连续7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
二。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
与GDP之比）为2.54%，比2015年提
高 0.48个百分点，呈现稳步提升
态势。

创新产出大幅增加

2022年，我国创新产出指数为
187.5，比2021年增长9.2%，2015年
以来年均增长9.4%。创新产出成就
斐然。

2022年，我国全年发明专利授
权数为79.8万件，是2015年的2.2
倍；截至2022年底，境内有效发明
专利328万件，是2015年的3.8倍；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132.4万
件，是2015年的3.9倍；每万人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9.4件，比2015
年 多 6.9 件 ，是 2015 年 的 3.8 倍 。
2022年发表科技论文214.7万篇，

比2015年增长30.9%。
企业品牌建设不断推进，截至

2022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共
有7.4万家企业拥有注册商标，是
2015年的2.7倍；共拥有注册商标
137万件，是2015年的3.2倍。

技术市场迅速发展壮大。2022
年，我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达
47791亿元，是2015年的4.9倍，年均
增速达25.3%，技术市场发展迅速，
技术交易活力持续增强；成交合同
平均金额为618.7万元，比2015年增
加298.4万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质量与效率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创新成效进一步显

现。2022年，我国创新成效指数为
128.2，比2021年增长0.7%，2015年
以来年均增长3.6%。

新产品销售继续稳步较快增
长。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32.8万亿
元，2015年以来年均增速为11.7%；
占营业收入的24.6%，比2015年提高
11.0个百分点。其中，达到国际市
场新产品水平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3.5万亿元，达到国内市场新产品水

平的产品销售收入为9.9万亿元，分
别比2016年增长60.9%和77.8%。

“三新”经济注入新活力。2022
年 ，我 国“ 三 新 ”经 济 增 加 值 为
210084亿元，2015年以来年均增速
为10.9%（未扣除价格因素，下同），
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
点；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7.36%，比
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不断发展，已
成为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
活力的重要力量。”李胤说。

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比上年增长5.9%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达47791亿元

本报记者 杜雨萌

央企专业化整合又有大动作。
10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召开中
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合加快推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题会。会上，14
组23家单位分两批进行了重点项目
签约。签约项目涵盖矿产资源、医疗
机构、新型基础设施、生物技术、智能
网联汽车等多个关键领域，且不少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整合与合作的
典范。

从14组专业化整合项目来看，具
体可分为8组中央企业之间的专业化
整合项目，包括国家管网集团与中国
石油储气库合作项目、通用技术集团
与中国铁建医疗机构合作项目、中国
诚通与中国三峡集团水电合作项目
等；6组中央企业与地方国资委、企事
业单位之间的专业化整合项目，包括

兵器装备集团与安徽省军工集团合
作项目、中国联通与上海互联网交换
中心新型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中国稀
土集团与江西钨业集团稀土合作项
目等。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表
示，近年来，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整合形式更
加丰富多样，既有无偿划转、协议转
让、投资并购，也有股权合作、组建战
略联盟和创新联合体等；二是整合范
围方面，合作对象更加多元，除中央
企业之间、中央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
外，还涉及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民营企业之间的
协同互补；三是整合领域方面，关系
未来长远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
性新兴领域的整合项目呈现出持续
上升态势。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国企混改中心负责人朱昌明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
意义上的专业化整合是以“减少重
复投资和同质化竞争”为导向的整
合模式，以产业链横向重组整合为
主，是国资央企扭转“小散弱”现象、
提高产业集中度以及做强做优做大
的重要举措。但从此次批量签约的
央企专业化整合项目来看，较以往
有所不同，即不仅在产业整合的基
础上，进一步涉及联合技术攻关、国
有资本协同优化等方面，且整合对
象更加多元。

在朱昌明看来，此次批量签约
的央企专业化整合项目反映了产业
链融通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产业化
整合可以强化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
的产业合作和有效对接，实现固链
补链强链，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循
环畅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具有

重要意义。
下一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央

企业专业化整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国务院国资委此次会
议提出“四个聚焦”：

聚焦横向合并，通过专业化整合
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实力。要
加大对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关系未来
发展等领域的资源整合力度，推动资
源持续向主业企业、优势企业、“链
长”企业集中，加快打造一批综合实
力强、技术水平高、管理能力优的世
界一流企业，重点培育行业内专业领
军企业。

聚焦纵向联合，通过专业化整
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协同
发展。把握好中央企业在产业链中
所处位置，综合运用股权合作、交叉
持股、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保障供
给畅通有序；发挥中央企业引领带

动作用，建立产业联盟、产业生态
圈，促进中央企业与各类企业融通
发展。

聚焦创新攻坚，通过专业化整
合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引擎。
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要整合上中下
游企业资源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
版，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加快攻克技术难题；开展有效并
购，加快在缺少布局或尚未形成竞
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实现“从0到1”的
突破。

聚焦内部协同，通过专业化整合
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根基。坚
持有进有退，腾挪更多资源投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打造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

王宏志表示，未来要进一步深化
专业化整合，有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

央企专业化整合再现批量集中签约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明确“四个聚焦”

本报记者 冯雨瑶

“渝车出海”按下“加速键”。近
日，重庆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提
出，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创新思
路和举措，推动政企合力抢订单、拓
市场，实施“渝车出海”行动计划，扩
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
等产品出口。

10月19日，长安汽车在接受调研
时表示，公司在泰国布局的“右舵生
产基地”，将在2024年实现投产，首期
产能10万辆，二期将增加至20万辆。
在欧洲市场，公司正设立欧洲总部，
将全新开发并导入一系列本土化
产品。

“所当乘者势也。”长安汽车相关
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
汽车品牌进入了海外发展的“黄金十
年”（2020年-2030年）。“拓展海外市
场不仅仅是为了销量增长，也是推动
中国汽车品牌走向世界，是提升全球
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渝车出海’有利于集中发挥重
庆汽车工业的实力，并充分利用重庆
作为陆海新通道的地理优势，优化产
业集群，推动重庆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重庆理工大学王海兵教授告诉
记者。

“渝车出海”提速

“今年4月份，我们在上海车展中
正式发布长安汽车海外战略‘海纳百
川’计划，强势按下长安汽车出海‘快
进键’。”上述长安汽车负责人表示，
公司正全速向世界级品牌迈进。

据介绍，经过30余年的海外持
续耕耘，长安汽车的足迹已遍布全
球70余个国家，形成了包括中东、北
非、中南美、亚太等在内的多个重点
万辆级核心区域市场。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至9月份，长安自主品牌
海 外 销 量 达 17.4万 辆 ，同 比 增 加
24.70%。

“我们将持续不断强化长安品牌
的建设布局，海外市场将以长安品牌
为主，持续打造智能、低碳、设计等品
牌标签，并持续强化企业品牌与产品
推广的联动，加强深蓝品牌、阿维塔
品牌的海外建设。”上述长安汽车负
责人表示，公司还将在广宣资源投
入、营销服务布局等方面持续发力。
到2030年，长安汽车将在海外市场构

建20余个本地化营销组织，海外网点
数量突破3000家。

今年3月份，一列满载赛力斯新
能源汽车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班列从两江新区果园港铁路专用
线站场驶出，最终抵达欧洲。这也是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首次搭载西部
陆海新通道出海。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
物流通道为赛力斯汽车拓展了‘走出
去’的网络。”赛力斯相关负责人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通过传统的江
海联运模式需要30天，而通过陆海新
通道只需要18天左右，运输效率大幅
提升，为本地化生产及终端销售争取
了宝贵时间。“目前赛力斯生产的新
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将持续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进一
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借助于物流通道，赛力斯汽车出
口的产品实现了量价齐升。上述赛
力斯负责人介绍，数量上，从2019年
的200箱增长到2022年的5000箱，增
长25倍；质量上，出口车型由低端的
微型商用车跃升到高端智能电动车，
出口单价由5000美元提升到最高超
过40000美元，尤其是出口欧洲的

SERES 5终端零售超过6万美元。出
口市场也逐步从亚非拉市场向德国、
法国等欧洲市场拓展。

仍需克服多重挑战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
地，已形成以长安系为龙头、赛力斯
汽车等十多家整车企业为骨干、上千
家配套企业为支撑的产业集群。

不过，在“出海”的道路上，车企
仍面临诸多阻碍。“新能源汽车单品
货值较高，对二级经销商或政企大客
户的资金量要求较高。同时，汽车产
品从订单下达、生产、发运、到货，至
少需要60天-90天的周期，加之实现
终端零售也需要一定时间，对二级经
销商或政企大客户资金周转率是极
大考验。”上述赛力斯负责人介绍，此
外，海外本地汽车金融对于向中国新
能源汽车品牌提供终端零售金融态
度较为谨慎，金融产品在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用户信用等级等方面门槛
较高。因此，需要中资银行介入并策
划有竞争力的终端零售金融产品，帮
助中资企业开拓终端市场。

上述长安汽车负责人表示，通过

合作、参展、调研和拓展海外市场，中
国车企逐渐在国际汽车市场上崭露头
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汽车
品牌要实现海外营销国际化，仍然需
要克服品牌认知度、品质、可靠性以及
市场适应性等挑战。“通过了解市场需
求、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品牌形象、加
强合作与交流以及建立完善的销售和
售后服务网络，相信中国车企的国际
化进程将持续向前发展。”

为帮扶当地企业“走出去”，近年
来，重庆市贸促会紧紧围绕服务长江
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开发开
放战略，为企业搭建更精准的国际化
经贸交流合作平台。此前，重庆市贸
促会先后组织经贸团组，并通过带领
重庆企业出访、举办或参加展会、论
坛、交流会、洽谈会等方式，帮助企业
开拓海外市场。

“安全风险、投资环境与货币结
算风险、知识产权风险、文化风险等
因素都可能对‘渝车出海’产生较大
影响。”王海兵建议，政企之间应进一
步加强交流合作，抓住“出海”机遇，
及时沟通“出海”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

“渝车出海”按下“加速键”终端零售需更多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