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毛艺融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扎实做好科
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提出，

“强化股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服务科技创新功能，
加强对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的政策支持”。

“当前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成效显著，形成了一个错位
发展、各具特色、适度竞争的格局，实现了科技—产业—金融良
性循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兰日旭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各板块定位明确

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涵盖了各类型企业的不同
生命周期。具体来看，主板主要服务于成熟的大型企业；科
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发挥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作用；
创业板着力服务于优质的成长性创新创业企业；而北交所
与全国股转系统则共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近年来，上市公司展现新活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近日公布的报告，2023年，A股市
场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市值占比超40%。具体来看，
2023年境内上市公司中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数
量为2784家，占上市公司总数量比重52.08%，总市值达
31.23万亿元，占比40.17%。

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是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板块。
2023年，创业板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81万亿元，同比增
长 7.23%；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
造行业公司合计占比超过76.68%；北交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市公司占比61.5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在便利科创型企业融资以及并购重组
等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科创板、北交所对战略
性新兴行业的支持力度非常明显。”

此外，资本市场创新成果不断的背后是上市公司高强
度的研发投入。数据显示，2023年A股公司研发投入1.80万
亿元，同比增长8.23%；研发强度192.47%，较去年同期增加
0.17个百分点。

华友钴业相关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公司自2018年
以来逐年增加研发投入，近五年累计投入超50亿元用于科
技创新，建成了全球领先的研发中心，支撑公司在镍钴锂
资源高效提取及高性能电池材料开发等领域的核心技术
发展。”

陈雳表示，目前专精特新企业在北交所备受青睐，而科
创板对一些重点行业板块，例如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也
有明确的要求。各板块对上市企业的定位愈发明确，服务
科技创新的精准度也将提升。

将中小科技企业作为支持重点

科技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长周期活动。资本市场
具有独特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创新资
本形成，赋能科技成果转化。Wind数据显示，目前A股上市
公司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占A股全
部公司的比例分别约为16%、28%。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方案》提出，将中小科技企业作为
支持重点，完善适应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
贷、保险产品，深入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丰富创
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和退出渠道。

区域性股权市场是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重
要平台载体。目前，区域性股权市场基本搭建了基于区块
链且适应中小微企业需求和特点的场外市场架构，对企业
规范培育的“苗圃”作用不断提升，有助于推动优质企业成
长。公开数据显示，区域性股权市场现服务企业18万家，累
计实现各类融资2.15万亿元，已培育上市公司141家、新三板
挂牌公司986家，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企业成长壮大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新三板市场准入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分层机制持
续优化，成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科技创
新型企业，进一步放宽经营时限和财务要求，支持更早更小
的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在新三板挂牌融资。

从政策角度来看，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
策陆续出台。4月12日，新“国九条”出台。4月19日，证监会
发布《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6
月1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进一步深化科创板“硬科技”
特色，健全发行承销、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交易等制度机制。

展望未来，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提升
多层次市场的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促进“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
覆盖面和精准度有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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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寇佳丽

据国家邮政局官网 7月 1日
消息，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
递业务量已达 800亿件，比 2023
年提前59天。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市场继
续快速发展，月均业务量超 130
亿件。特别是进入 6月份以来，
在电商平台年中大促等利好因素
的带动下，快递日均业务量超 5
亿件，市场规模加快扩大，在促进
消费、服务生产和保障民生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618’期间，各大电商
平台持续推出各种优惠活动，大
力度吸引各个消费群体，最终取
得了不错效果。”星图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2024年是商务部确定
的“消费促进年”，线上线下消费
进一步深度融合，数字消费不断
培育壮大，消费潜能得以更好释
放，均为快递业务取得优秀成绩
贡献了力量。

快递业务表现也与制造业息
息相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
的数据显示，6月份，生产指数为
50.6%，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的生

产指数高于50%，分别为52.1%和
51.2%。此外，1月份至5月份，生
产指数平均值超过51.4%。

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
师张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快递业是现代服务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制造业发展
提供重要服务保障；制造业领域
新动能加快增长、产业转型升级
继续推进以及新质生产力的不断
发展壮大，也会更好助力我国快
递行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邮政局官网发布的消息
显示，自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开展以来，快递企业
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加快淘汰老
旧分拣和安检设备，提升新能源车
应用比例，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
应用，推进设备的智能化低碳化升
级。此外，快递企业积极发展逆向
物流，推出“换新+回收”和“送、装、
拆、收”等新发展模式，助力消费品
以旧换新，为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持
续贡献行业力量。

贯铄资本CEO赵小敏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需要
快递业提供良好服务，顺利完成旧
品“回收”、新品“配送”环节；另一

方面，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的开展也为国内快递
行业带来更多机会，推动快递服务
能力与水平进一步提升。

“如今，市场对回收物流体系
的需求日益迫切，快递行业与企
业应抓住时机，在现有快递网点

铺设基础上，强化与回收拆解方
的合作，协力促进完善‘换新+回
收’体系。”赵小敏说。

谈及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中
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筱文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快递
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阶段，快递

网络不断打破时间、空间上的消
费界限，有力释放了居民消费潜
力。今后，快递业应继续深化与
实体经济、制造业的融合，以数字
化、智能化为引领，通过建枢纽、
强通道、优网络等措施更好开拓
国内外市场。

国家邮政局：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59天达到800亿件

本报记者 彭 妍

近 日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公 布
2024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
体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
末，ATM机具数量为83.71万台，较
上季度末减少8358台；全国每万
人拥有ATM机具5.94台，环比下降
0.84%。

在分析人士看来，ATM机不
断减少，主要是由于移动支付的
不断渗透以及数字人民币的渐
进式普及，现金使用场景减少。
不过，面对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ATM机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未
来，ATM机一方面需顺应数字经
济发展的潮流进行优化，另一
方面也要注重客群体验提升、
场 景 价 值 挖 掘 ，以 发 挥 更 大

价值。

ATM机数量持续减少

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ATM
机数量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数
据，2019年至2023年，ATM机数量
连续五年出现下滑，数量由2019
年末的109.77万台降至2023年末
的84万台左右，降幅约23%。

谈及ATM机数量减少的原
因，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需求端来看，随着移动支付
和在线支付的迅速普及，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使用网上银行等支付
方式，居民对现金的依赖程度逐
步降低，从而减少了对ATM机的

需求。从供给端来看，金融科技
的发展使得银行可以提供更多在
线服务，比如，转账、缴费等都可
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
道完成。同时，银行通过优化网
点布局以及增加自助服务终端、
智慧柜员机等方式提升服务效
率 ，减少了对传统ATM机的依
赖。此外，为了节约成本，银行也
会适度减少ATM机数量。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
言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移
动支付的普及，非现金交易占比
越来越高，对于以现金存取为主
要功能的ATM机的需求日益下
降，为降低运营成本，银行机构逐
步降低了相关投入。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
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

务1208.93亿笔，金额1347.86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5.5%和5.51%。

薛洪言认为，从现阶段需求
看，ATM机数量仍是过剩的，数量
下滑的趋势大概率仍会延续较长
一段时间。

设备升级改造成趋势

随着移动支付的迅速崛起
和数字化的日益普及，ATM机升
级改造也在持续。目前ATM机
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取现、存
钱、转账等业务，已经能够提供
智能化可交互的金融服务。同
时，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ATM机也在进行相应
的升级。

杜阳分析称，随着技术进步

和功能的不断扩展，ATM机可以
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未来ATM机的转型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可以通
过嵌入智能化技术，提供更加多
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例如，
ATM机可以整合人工智能技术，
提供智能理财咨询、贷款申请、
金融产品推荐等服务，提升用户
体验。二是将ATM机打造成综
合自助服务终端，除了金融服务
外，还可以提供水电煤缴费、交
通罚款缴纳、保险购买等便民服
务，扩大ATM机的使用场景和功
能。三是改善ATM机的用户界
面和交互设计，使操作更加简单
直观，特别是对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提供语音引导等辅助功能。”
杜阳说。

今年一季度银行ATM机减少超8300台 加速智能化改造成趋势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梁傲男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 6月 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
务量突破 800亿件，展现出快递
业的发展动能和澎湃活力。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
筱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快
递业务量显著增长，得益于电商
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快递服务质
量的持续提升。

“快递业实现量的快速增长、
质的有效提升，得益于很多大型

快递企业实现了全面数字化变
革，有效地促进了快递不同环节
之间高效协作，C端消费者也因
此获得了优质的快递服务。”维天
运通（路歌）董事长冯雷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如今，快递业已然成为服务
经济和民生的重要载体。为了适
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快
递企业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寄递
物流网络，打通农产品从乡村到
城市的流通难题，缩短了“从产地
到餐桌”的时间。另一方面，快递
业服务进一步延伸至制造业的生

产环节，为各大制造企业提供了
覆盖入厂物流、仓储配送等环节
的全方位供应链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
快递企业积极加强航空运输服务
能力，通过新增和加密洲际货运
航线以及国际定期货运航线，为
国内外商品提供更加顺畅、便捷
的流通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的开
展，为快递行业带来了新机遇和
新挑战。菜鸟速递在家电“送新
取旧”方面的多年布局为其构建

“换新+回收”物流体系奠定了基
础。菜鸟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家电家具的送装
过程中形成了“送装一体”和“取
送一体”两种主要业务形态，“取
送一体”日均规模2000单，年服务
消费者近100万人次。

京东物流方面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京东物流以“送、
装、拆、收”一体化末端服务优势
和供应链解决方案，为降低社会
物流成本持续贡献力量。今年

“618”期间，京东物流“以旧换新，
送取同步”订单同比增长约七成。

中通快递旗下有蜜科技则依
托中通快递网络及物流资源优
势，打通线上线下旧物回收、产品
置换及快递配送一体化的运作模
式，开展以旧换新、二手商品回收
置换业务，目前已有多家线下置
换店落地运营。

在中国数实融合 50 人论坛
智库专家洪勇看来，相关企业应
建立完整的“换新+回收”物流管
理体系，涵盖产品制造、配送、安
装调试、回收再利用的全流程。
通过线上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提供高效物流服务。

适应多元化市场需求 快递业“加速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