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大数据，打破银行传统信贷评
价模式，兴业银行创新推出的“技术流”
专属评价体系，实现对科创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的精准画像，成为解锁融资难问
题的“金钥匙”。

福建省微柏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是“技术流”专属评价体系的受益者之
一。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机器
人设备和系统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各项专利36项。因企业正处
于规模迅速扩张期，上下游付款及收款
结算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产生短期流动
资金需求。该企业缺乏有形资产作为
抵押物，一时间陷入融资困境。兴业银
行了解情况后，主动对接企业，基于企
业“技术流”评分排名，以企业提供的6
项核心专利为质押物，为企业发放了
38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解决了企
业资金难题。

据介绍，兴业银行科创企业“技
术流”评价体系，从知识产权、研发投
入、研发团队实力、产学研情况等17
个维度定量评价企业的科技创新能

力，并以此构建差异化审批模型，在
小微企业线上融资“快易贷”基础上
推出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专属业务“科
创云贷”，为专精特新等科技型企业
提供全线上、纯信用、随借随还的便
捷金融服务。“科创云贷”现阶段在福
建省内试点，此前，兴业银行福建省

“科技贷”线下投放量位居同业首位。
“下阶段，我行将进一步发挥‘商

行+投行’优势，持续完善股债贷一体
化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各类科
技创新主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培育支持
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成
长壮大。”兴业银行中小企业部负责人
表示。

（百川）

让“技术流”变“资金流”

兴业银行支持科创企业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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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三大指数午后继续走高，
创业板指涨幅扩大至1.8%，沪指跟随
上行。板块方面，数字经济相关板块
持续强势，数字货币、网络安全、国产
软件、云计算等多个相关板块大涨，
锂电池、预制菜板块回暖，鸿蒙概念、
元宇宙概念股活跃；前期强势的新冠
检测板块回调，医疗器械、中药等医

药股走弱。总体而言，个股呈现普涨态
势，两市超3400股飘红。截至收市，沪
指涨0.58%，报3541.67点；深成指涨
1.51%，报14363.57点；创指涨1.64%，
报3170.41点。

从盘面上看，数字货币、新冠特效
药、鸿蒙概念板块涨幅居前，新冠检测、
医疗器械、中药板块跌幅居前。（新财）

创指涨超1.7%

数字货币板块掀涨停潮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统
计局17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全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0823亿
元，比上年增长12.5%。

“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
等收入群体，这是我们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构建国内强大市场的立足
之本，消费总量达到44万亿元是一
个新的台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在 17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说。

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基本生活
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
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
长20.4%、10.8%。升级类消费需求
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9.8%、18.8%。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30884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042亿
元，增长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比重为24.5%。

宁吉喆表示，2021年是我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面对国际
复杂严峻的环境和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等多重考验，我国国内大循环主体
作用增强，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
国内循环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
显增强，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经济增
长5.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1年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超44万亿元

新华社香港1月17日电 香港恒
生指数17日跌165.29点，跌幅0.68%，
收报 24218.03 点。全日主板成交
1053.45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90.91点，收报8463.88
点，跌幅1.06%。恒生科技指数跌44.55
点，收报5724.5点，跌幅0.77%。

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跌1.65%，
收报465.6港元；香港交易所跌0.44%，
收报450.8港元；中国移动跌0.49%，收
报50.55港元；汇丰控股涨0.82%，收报
55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跌

0.19%，收报51.8港元；新鸿基地产无
升跌，收报94.4 港元；恒基地产无升
跌，收报33.45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中国银行跌
1.33%，收报 2.97 港元；建设银行跌
0.68%，收报 5.85 港元；工商银行跌
0.21%，收报 4.7 港元；中国平安跌
1.14%，收报60.65港元；中国人寿无升
跌，收报13.46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涨1.25%，收报4.05港元；中国石油
股份涨0.78%，收报3.9港元；中国海洋
石油涨1.09%，收报9.3港元。

港股17日跌0.68%

收报24218.03点

英国媒体17日报道，2021年全球
20家表现最好的对冲基金为客户赚取
创纪录的654亿美元。

路透社援引LCH投资公司的数据
报道，这20家对冲基金去年赚的钱，超
过所有对冲基金去年所赚1760亿美元
收益的三分之一。

LCH投资公司追踪基金收益，隶
属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数据显示，包括英国TCI基金管理
公司和美国城堡投资集团等明星投资
机构在内，这20家对冲基金去年平均
回报率达10.5%，所管理的资产在全行
业3.6万亿美元资产总额中占比近五
分之一。

尽管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且对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的预期加强，这
20家对冲基金去年赚的钱依然超过
2020年的635亿美元和2019年的593
亿美元。

LCH董事长里克·索费说：“前20

家资产管理机构为投资者净赚的收
益……为史上最高。”

其中，最佳回报率出自TCI的基金
经理克里斯·霍恩，赚取95亿美元；城
堡投资的肯·格里芬赚取82亿美元。

去年“爆冷”大退步的是美国“老
虎”全球管理公司的蔡斯·科尔曼，亏损
15亿美元，而 2020 年赚取 104 亿美
元。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扭转
2020年的亏钱局面，2021年赚得57亿
美元。

美国第三点公司去年赚得33亿美
元，冲进前20名。

尽管不少对冲基金赚得盆满钵满，
但主要投资股票市场的对冲基金2021
年基本跑输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同期27%的涨幅。

索费说，这些对冲基金“净风险敞
口较低，以及市场环境对做空不友好，
影响他们的收益”。 （据新华社）

654亿美元！

去年全球对冲基金20强收益创纪录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中国
人民银行17日开展了7000亿元中
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1000亿
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均
下降10个基点。这是2020年4月
以来MLF操作利率首次调整，也是
2020年3月以来7天期逆回购操作
利率首次调整。

央行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
流动性合理充裕，17日开展700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
100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其
中MLF操作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
2.85%；逆回购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
利率2.1%。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经历了2021年7月和12月两次
全面降准之后，2021年12月末人民
币贷款余额增速依然延续回落趋势。
当日MLF和逆回购操作利率下降，有

助于扭转信贷增速下滑势头，激发实
体经济贷款需求。

从操作量来看，本月有5000亿元
MLF操作到期，当日MLF操作为增
量续做。王青表示，这一操作旨在平
滑春节前后资金面波动。“叠加2021
年12月的全面降准，预计今年节前市
场资金面波动性将较2021年同期更
加平稳，今年节前再现短期‘钱荒’的
可能性不大。”王青说。

MLF、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

1月16日拍摄的
复兴城国际数字港项
目（无人机照片）。

近日，在海南省
海口市复兴城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二区复兴
城国际数字港项目工
地，工人们加紧建设，
加速项目推进。据了
解，该项目位于海口
市西海岸南片区，总
建筑面积约 90 万平
方米，同步于海南自
贸港建设需求，重点
打造国际数字经济总
部集聚区和国际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

新华社发

海口：

复兴城国际数字港建设加速推进
1月16日，一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

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装货（无人机照
片）。记者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和

港航管理局获悉，2021年唐山港货物吞
吐量达72240万吨，同比增长2.81％。

新华社发

唐山港去年货物吞吐量超7.2亿吨

国内生产总值达114.4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8.1%——

17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经济答
卷备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
中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增速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中国经济成为引领世
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

承压前行 国民经济总体运
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总量突破110万亿元，预计
占全球经济比重超18%，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 25%左右；人均GDP
突破1.2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
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下
限……

“过去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和
人均水平持续提高，意味着综合国力、
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升，发展基础更牢、条件更优、动力更
足。”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和
各种风险挑战，2021年中国经济主要
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
1269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0.9%，单位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2.7%，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
亿斤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

这是一份凸显高质量发展成效的
成绩单——

创新驱动发展更加强劲，2021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比上年增长14.2%，增速比上年加快
4个百分点；2021年底，每万人口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7.5件，比上
年提高1.2件；

新产业新模式快速成长，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8.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8.6个百分
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24.5%；

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2021年
末，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其中
个体工商户突破1亿户；反映市场预
期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持续
回升……

这是一份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的
成绩单——

202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79.1%，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
点，国内循环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明
显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显现，国内
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循环改善……

“好于预期。”路透社如此评价
2021年全年和四季度中国经济表现，
同时指出，四季度以来中国工业持续
恢复，但消费增长仍然较弱。

18.3%、7.9%、4.9%、4.0%……
2021年持续放缓的季度增速，既有上
年基数影响，也凸显经济运行面临压
力。

既要正视困难，更要增强信心。
“按两年平均算，一、二、三、四季度经
济分别增长4.9%、5.5%、4.9%、5.2%，
四季度两年平均增长率比三季度还高

一些；从环比增速看，四季度比三季度
加快0.9个百分点，经济企稳态势逐
步显现。”宁吉喆说。

来之不易 在闯难关中稳住
宏观大局

部分地区遭遇疫情和汛情冲击，
消费和投资增长势头减弱，缺芯、缺
电、缺柜、缺工等供应链问题凸显，大
宗商品价格飙升……2021年下半年
以来，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增多、挑
战上升。

挑战越是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办
好自己的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
决不搞“大水漫灌”，锚定高质量发展
方向，步伐越走越稳。

“稳”字当头，发力跨周期调
节——

前缓后快，这是2021年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的全年发行节奏。结合经济
形势变化，2021年8月份以来，专项
债发行使用显著提速。

2021年 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布
局时，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
节”。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及时出台，
为经济稳定恢复夯实基础。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多采取宽松
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我国坚持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增
强宏观政策自主性，避免政策“急转
弯”，引导形成合理预期。

“精”准发力，聚焦市场主体关切
施策——

“3000多万元税款暂缓缴纳，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华能松原热电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国辉说。去年三季度
以来，多项措施为煤电和供热企业纾
困解难，为稳定能源供应提供支撑。

从“六稳”到“六保”，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联动发力，一系列减税降费
举措为市场主体提供有力支撑，金融
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经济
承压前行，亿万市场主体迎难而上，汇
聚起持续奋进的强大力量：

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连
续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
创历史新高，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的关键力量；

在2020年逆势增长基础上，2021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比上年增长
14.9%，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全球通胀压力上升，中国物价总
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成为全球物价
的重要“稳定器”；

全球能源价格飙涨，一些国家能
源供应拉响警报，中国全力做好能源
保供，一度紧张的电力和煤炭供应趋
于缓解，有力支撑工业生产、确保民生
需求……

四川嘉逸股份有限公司主营摩托
车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出口。受疫
情、原材料涨价、海运费高企、汇率波
动等因素影响，去年公司经营压力大
幅上升。

董事长袁志友说，公司调整应对
方案，全年追加2000万元研发经费，
加快海外市场布局。“不管多艰难，都
要努力前行。”

迎难而上 2022年中国经济
稳中求进

西安、深圳、天津……近期疫情多
点散发，中国坚持统筹常态化精准防
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为人民健康安全夯筑起坚
强堡垒，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安
全的发展环境。

2021年末，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
克戎的出现，引发全球新的震荡。世
界银行、联合国近期均下调2022年世
界经济增长预期。

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些地方财政
收支和保民生压力加大，市场主体特
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困难增
多……2022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
挑战，仍需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1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
7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
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市场认为，此
举是货币政策支持稳增长的具体体
现。前一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
方面促消费举措，推动实现一季度经
济平稳开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经
济工作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
要求，从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
开放、区域、社会等七方面作出政策安
排，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不
容乐观，但中国仍有足够政策空间支
撑经济稳定增长。”世界银行中国局局
长芮泽认为，挑战在于持续推动经济
再平衡，包括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大
支持，推动绿色转型和扩大内需。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1.46万亿元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
额提前下达各地；实施新的更大力度
组合式减税降费；加强对中小微企业
金融支持……去年四季度以来，从中
央到地方，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力求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

经济下行压力越大，越要向改革
开放要动力。2022 年 1月 1日起，
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施行。同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等文件，进一步释放出“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的信号。

持续深化的“放管服”改革，更加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越开越大的开
放大门，为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提供持
久动力。

摩根士丹利报告预测，有力的稳
增长政策、平稳发展的房地产市场、稳
定的能源供应以及保持强劲的出口，
将使“2022年中国经济好于预期”。

“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没有
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因素
没有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没
有变。从全年看，我国经济有望实现
稳中求进。”宁吉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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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再奋进
——透视2021年中国经济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