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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iPhone 4发售时，北京大悦城苹
果专卖店外早就排起长龙，当日这家店的刷
卡机被刷爆，瘫痪了整整两个小时。而15年
后，为抢购最新发售的中国全景相机——影
石Insta360 X5，纽约街头的消费者凌晨3点
就开始排队；4月25日凌晨4点45分，洛杉矶
泡泡玛特商店前已有数百人排队，希望第一
时间买到中国品牌泡泡玛特最新发售的潮
玩公仔拉布布（LABUBU）3.0。

从影石Insta360 X5到泡泡玛特LABUBU
公仔，人们可以窥见中国品牌不断提升的

“硬本领”与“软实力”。正基于此，2024 年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达到 25.45 万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7.1%。同时，出口产品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自
主品牌出口创历史新高，新业态出口保持
高增长。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消费结构升级的

浪潮下，中国品牌正以“硬本领”和“软实
力”，重塑国际市场竞争格局。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正从“代工红海”走
向“创新蓝海”。过去，中国代工企业负责生
产，再将生产的产品贴上其他品牌的商标销
往全球。

当然，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绝非
坦途。中国品牌的培育，不仅关乎产品的成
本和规模，更与产品创新力的提升密不可
分。影石Insta360 X5的全球热销，就是中国
科技企业以技术创新撬动市场需求的缩影，
该产品凭借 8K 超高清全景拍摄、出色的夜
景拍摄能力、AI芯片、续航超长等优点，征服
了消费者。同样也是基于产品创新力，影石
在过去六年间，一直保持全景相机市场份额
第一的位置。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影石
的市场份额预计在2024年达到81.7%。这意
味着全球每售出10台全景相机，就有8台来

自影石。
通过细分领域的极致深耕，再逐步向

AI云台、视频会议设备延伸，形成技术护城
河——影石的成长路径，与大疆、石头科技、
追觅等中国科技企业异曲同工。

另一方面，新消费品牌正在引领“IP 出
海”。近年来，哪吒、LABUBU等中国IP的全
球化突围，代表着部分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
程中，已从“产品出海”向“文化出海”跃升。

IP商业的本质是情感共鸣。因此，跨越
文化壁垒是文化“出海”的核心命题。以泡
泡玛特为例，2022年以来，泡泡玛特将海外
市场作为重点发力方向，以“线下门店扩张”

“本土化设计”及“差异化IP运营”为抓手，吸
引全球粉丝的关注。例如，在泰国市场，泡
泡玛特推出的LABUBU水灯节主题款产品
迅速“圈粉”，引发当地抢购热潮，LABUBU
还被泰国国家旅游局授予“神奇泰国体验

官”的荣誉称号。公司财报显示，2024年，泡
泡玛特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意大
利、西班牙五个国家开设了首家线下门店，
并在法国卢浮宫、越南巴拿山乐园、英国牛
津街、美国圣地亚哥等地成功开设了特色主
题店与旗舰店，来自全球消费者的关注和喜
爱，让泡泡玛特真正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
文化消费类品牌。

IP 拥有跨越语言、穿越周期的力量，中
国潮玩为文化“出海”添了一把火。未来，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唤起全球市场
的情感共鸣。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影石与泡泡玛特
的成功，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缩影，更让
世界看到，中国品牌的全球化，不仅会带来

“物美价廉”的商品，还能凭借“硬本领”与
“软实力”，引领市场和潮流，这也正是中国
品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的核心原因。

“硬本领”“软实力”已成中国品牌全球化的底色
■ 谢若琳

5月1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
为208.13%，较上季末下降3.06个百分点。这
是自2024年二季度以来商业银行拨备覆盖
率首次环比回落。与此同时，42家A股上市
银行中，有30家截至一季度末拨备覆盖率环
比下滑，最高降幅超过70个百分点。这引发
了市场对部分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和盈
利能力的担忧。

拨备覆盖率是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抵御
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是贷款损失准备与不
良贷款余额之比。由于商业银行对贷款损
失准备的计提会影响当期利润，该指标也有

“财务蓄水池”的功能。
笔者认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

率的微降，本质上是商业银行在复杂经营环
境下的战术选择，市场宜客观看待这一变
化，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一季度拨备覆盖率波动幅度较
小，当前水平仍大幅高于监管线。

从监管层面来看，2011年发布的《商业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要求，贷款拨
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
为150%。两项标准中的较高者为商业银行
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标准。此后，原银监会
在2018年发布《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
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将拨备覆盖率监管
要求由150%调整为120%至150%，贷款拨备
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至2.5%，并要
求各级监管部门在上述调整区间范围内，按
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各家银行
具体的相关监管要求。

对照行业现状，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贷
款拨备率及拨备覆盖率虽然均较上季度有
所 下 滑 ，但 仍 大 幅 高 于 监 管 线 ，分 别 为
3.15%、208.13%。从A股42家上市银行来看，
虽然一季度超30家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环
比下行，但这42家上市银行该指标平均值仍
高达296%，且一季度环比降幅较大的银行
普遍基数较高，比如，下降幅度超过20个百
分点的银行，一季度末拨备覆盖率均高于
266%。这些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
业风险抵补能力整体充足，拨备覆盖率波动
幅度可控。

其二，商业银行动态调整拨备覆盖率符
合监管导向，并非违规行为。

近期，也有一些投资者质疑部分上市银
行通过调整拨备覆盖率以释放或隐藏利润
的合规性。实际上，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
上，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状况，亦有拨备
调节的空间。从监管导向来看，我国此前就

建立了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的制度。
2011年监管部门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
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贷款损
失准备管理办法》，在国内正式实行贷款损
失准备监管指标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机制，
两项文件通过在监管层面建立逆周期动态
调整机制赋予拨备调节“以丰补歉”的作
用。2022年，原银保监会也鼓励拨备较高的
大型银行及其他上市银行将实际拨备覆盖
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国际上，巴塞尔银行
监管委员会亦建议各国建立动态拨备制度。

结合现实情况来看，在今年一季度银行
业营收和净利润增长稍显乏力的情况下，不
少银行选择通过释放拨备“以丰补歉”，虽
然这会导致拨备覆盖率下降，但也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银行平滑利润波动，
减轻业绩增长压力。当然，如果一家
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短时间内大幅
波动，或逼近乃至低于监管红线，则
需要重点关注。

其三，拨备覆盖率微调有助于
释放资金服务实体经济。

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平衡风
险覆盖与资本效率。拨备覆盖率
一定幅度的下降并不等同于风险
会失控，关键要看下降后是否高
于监管标准；拨备覆盖率上升也
不一定对银行有益，关键要评估
资本的利用效率。从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减少
拨备计提可反哺利润，
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
力，为服务实体经济
补充“弹药”。

总之，一季度商
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的
微妙变化，恰似一面棱
镜，折射出商业银行在宏

观经济转型期，努力在多重经营目标间实
现动态平衡。当然，从长远看，拨备
管理仅是“战术选择”，提升风
险识别能力、优化资产
质 量 、增 强 盈 利 韧
性，才是商业银行
穿越周期的战
略根本。

如何看待一季度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微降
■ 苏向杲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签
署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人民
币/雷亚尔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巴双边
本币互换续签规模为1900亿元人民币/1570
亿巴西雷亚尔，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
意可以展期。

回溯2013年，中巴两国首次签署了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当时人民币互换资金规模为
1900亿元。近年来，中巴经贸往来愈发紧密，
中国连续15年稳居巴西最大贸易伙伴之位，
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是一种融资安排，
即一国央行可以用自己的货币置换另一国
货币，以此获得对方货币流动性，一般用于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目的，到期后再相应换
回。中央银行之间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已是国际上的成熟做法。

从我国视角出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中国人民银行便与境外央行或货币当
局陆续开展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签署工作。

当时主要国际货币流动性较为紧张，部分国
家之间使用本币进行结算的需求上升。截
至2025年一季度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与42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
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目前有效协议共 32
份，基本覆盖了全球六大洲重点地区的主要
经济体，互换协议总规模合计4.3万亿元人
民币。

因此，可以说各央行间的双边本币互换
活动已日渐成熟，正在多方面发挥着其积极
作用。第一，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更为
便捷的货币结算方式，两国企业可以直接使
用本币进行结算，降低了汇率风险、节约了汇
兑成本，从而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第二，增强区域和全球金融稳定性。当
前，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已成为全球金融安
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以此次中巴双边本
币互换续签来说，在近期外部环境复杂的背
景下，中巴两国加强货币合作，向市场释放了

两国携手共进、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有助于
增强市场信心、维护区域和全球金融稳定。

第三，增加离岸市场流动性支持。例
如，2022年7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
融管理局将货币互换协议升级为常备互换
安排并扩大互换规模，这能够为香港市场
提供更加稳定、长期限的流动性支持，更
好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促进香港金融业发展。

第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随着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实施，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接受和使用人民币进行
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这不仅扩大了人民
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市场份额，也提升了人
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末，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四位
支付货币、第三位贸易融资货币。

展望未来，随着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的续签与推进，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有
望不断深化拓展。这将进一步巩固两国的

经贸往来，为双边贸易和投资创造更为稳
定、便捷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这也大大
减少了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为金融
市场注入了更多的信心与活力，因而对增
强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性作用重大。

双边本币互换的积极作用正不断显现
■ 刘 琪

孵化器是支撑创新创业的重要载
体之一。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各类孵
化器累计孵化科技型企业超过30万家，
其中上市（挂牌）企业超过5000家。在
此基础上，科创板上市企业中三分之一
为孵化器培育企业，包括科大讯飞、大
疆、寒武纪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同时，

“杭州六小龙”中也有一半经过孵化器
培育。

毫无疑问，不管是孵化器还是资本
市场都是孕育我国“硬科技”企业的摇
篮。笔者认为，为培育出更多“硬科技”
企业，推动我国孵化器实现由“量大”到

“质强”的跨越式发展，应特别注重孵化
器与资本市场的结合，让多层次资本市
场更多为孵化器赋能，“孵化”更多强大
的孵化器。而实现上述目标，可从以下
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这是孵化器发展的强大后盾，有助于推
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再上
新台阶，让那些有潜力的中小型高新技
术企业脱颖而出。

基于此，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制定、
完善相应的政策，比如税收优惠政策、财
政补贴政策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
少地方对扶持科创企业孵化器都有相应
的政策支持，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发展目
标。比如，今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的《顶尖孵化器建设实施方案》，提
出了“提升金融支撑能力”“加强人才激
励支持”等举措，并明确了“到2029年，建
设顶尖孵化器10家左右，建设期满每家
顶尖孵化器新孵化科技型企业不少于50
家”的目标。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举措推出。工
信部日前表示，政策支持方面，制定推动
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
施，出台孵化器管理办法，做好税收政策
接续支持，促进孵化器质效齐升。

二是需要更多金融活水的浇灌。企
业成长过程中，资金是最关键的“养分”
之一，而金融支持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结合实践来看，一方面，可设立早
期投资基金，帮助企业取得资金支持，
解决融资难题。同时，要引导带动“耐心资本”流向初
创期科技企业，“投孵联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另一
方面，要加强孵化器与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探索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为相关企业提供多元化的
融资渠道和风险保障，比如，银行要开发面向孵化器
的金融产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需要形成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创新联合体。
一方面，孵化器要与上下游科技型企业、高校院

所等紧密合作，挖掘产业端先进技术，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最终实现创新成果的孵化落地，为企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另一方面，要构建科技创新
平台体系，通过整合创新资源、产业资源和服务资源，
建立多元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链条全过程科技创
新体系，赋能科技创新。

孵化器的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支撑，为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期待通过一系列精准举
措，孵化器能孵化出更多像“杭州六小龙”一样的优秀
企业，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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