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20日，全国股转公司（新三板）与首
批18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四板市场）在北京签署监管
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三四板制度型对接机制正式落
地，贯通了创新型企业进入公开市场的“快车道”。

作为首批与全国股转公司签署公示审核及绿色
通道备忘录的 4家市场之一，宁波区域性股权市场
在与新三板构建互联互通的关系上率先迈出一步。

“宁波是全国首批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
的城市之一，在孵化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与成果。这次监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意味
着我市四板企业可以通过‘公示审核’和‘绿色通道’
两种便利机制进入新三板，为宁波大量专精特新企业

进入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便捷的路
径。”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周斌说。

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监管合作
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三四板互联互通迈出关键一
步，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孵化培育功
能，夯实新三板、北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
用，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

今年 8月 4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相关文件，明
确了四板企业申请新三板挂牌的两种便利机制。

一种是开通“绿色通道”。为在四板挂牌的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或专精特新专板培育层企业等四类企业，
开通审核“快车道”，提供申报前咨询、优先受理、快
速审核等专项支持措施，提高企业申报挂牌效率。

另一种是实施“公示审核”。针对专精特新专板
培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

企业，在全国股转公司官网专区进行20个自然日公
示，公示期间未接到异议的即可挂牌，无需发出审核
问询，通过引入市场监督机制简化相关企业挂牌审
核程序。

如今监管合作备忘录已签署，在宁波区域性股
权市场挂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或宁波专精特新专板挂牌企业等，可以
通过以上两种机制快速进入新三板，上市效率极大
提升。

“宁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作为这些优
质中小企业的聚集地，宁波股权交易中心发挥着‘家
门口’的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三四板的有效衔接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间建立有机联系的重要一步，为
宁波专精特新专板的推广和宁波股权交易中心的发
展带来了新机遇。”周斌说。 徐卓蔚 许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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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品市场成交额前三季度同比增长8.49%

杭绍金三地成交额占据全省半壁江山
本报讯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作为

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引擎之一的商品交易市场，情况
到底怎么样？记者昨日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在国家系列政策的刺激和杭州亚运会等各项因
素推动下，全省商品市场加速回暖，成交额稳步上
升。今年1—9月，全省商品市场成交额达1.65万亿
元，同比增长8.49%。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全省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达 1.65万亿
元，同比增长8.49%。从地区看，杭州、绍兴、金华等
地的商品市场成交额位居全省前列，三个地市的前
三季度成交额占全省53.27%。从各季度看，一至三
季度的市场成交额基本保持在0.54万亿元以上。

龙头作用发挥依然明显。全省262家年成交额
十亿元以上市场今年1—9月成交额达1.38万亿元，
同比增长 9.73%。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启动“品牌
出海”计划，积极举办各类行业垂直展、境外贸易对
接会等引流活动，今年以来共实现成交额1660.19亿

元，同比增长13.64%。
场均交易持续提升。前三季度全省商品市场场

均成交额达 5.58亿元，同比增长 4.35%。从市场类
型看，场均成交额排名前三的市场类型分别为化工
原材料市场（含液体化工、石油、成品油、塑料）、针纺
织品市场和果品市场，场均成交额分别为 96.34亿
元、51.75亿元、38.01亿元。

1—9月，浙江省 536家工业消费品市场共实现
成交额 7321.45亿元，同比增长 26.55%。其中 62家
针纺织品市场需求旺盛，前三季度实现成交额
3208.68亿元，占全省工业消费品市场的43.82%。

记者采访发现，得益于杭州亚运会、中秋国庆假
期和市场季节性因素三重影响，工业消费品市场客
流量和成交量大幅上升。以杭州杭派精品服装市场
为例，从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以来，市场成交额达2200
万元，比同期上涨15%左右。

大幅增长的背后还有商品市场的未雨绸缪。
2020年 8月份以来，浙江省以打造现代商品市场示

范省为目标，以“五化”（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
色化、规范化）为核心，大力开展专业市场和农贸市
场服务大提升行动，全省累计投入改造资金 19.1亿
元，完成公共服务能力大提升为主题的商品市场“五
化”改造982家。

亚运会期间，运动员们在比赛之余纷纷走进杭
州的商品市场，“五化”市场得到国际性亮相。钱江
小商品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亚运会开始之前，市
场就建立服务群，给经营户群发翻译软件，并在中庭
设置零钱兑换点、翻译服务点。杭州意法服饰城则
在市场入口处，专门设置志愿者服务台，为外国游客
提供翻译和介绍引导服务。采荷街道与杭州四季青
服装市场联动，配备多名英文志愿者，“只要商户有
需要，赶赴市场只需5分钟。”

据悉，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杭州钱江小商品市
场等亚运场馆及亚运村周边专业市场，市场客流量
与平时相比平均增长20%左右。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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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全省生产总值前三季度同比增长6.3%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近三成
本报讯“从动力升级看，浙江经济动能优化升

级。在三个‘一号工程’持续推进过程中，数字经济
相关产业增长较快，创新投入较多，企业家对未来经
济的发展信心也更足。前三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投资增长52.1%；1—8月，规模以上工业研发费用相
当于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0%。这些都体现了经济
增长动能结构在升级。”10月21日，浙江省统计局总
统计师王美福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 2023年前三
季度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

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浙江全省
生产总值 591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总的来看，前三季度，浙江经济呈现持续恢
复、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动能增强，企业
家发展信心回升，可以概括为：稳进向好、质量提升、
动力升级、预期增强。”

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前三季度，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5%。其中，项目投资

增长 13.6%，制造业投资增长 16.8%，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 6.8%；重点领域投资稳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29.2%，交通、能源和水利投资增长11.0%。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今年以来，浙
江民营经济主角、主体、主动力的地位非常稳固。
从企业层面看，民营企业占比 93%左右，还有 600
多万的个体经营户，可以说整个市场经营主角是民
营企业。

记者了解到，前三季度，浙江省新设经营主体
139万，增长 13.7%。小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符合规
模条件可以“升规”，今年新“升规”企业达 4000多
家，其中三季度就增加了 2000多家。1—8月，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是5.3%，民营企业的降幅是
2.8%，经营状况比面上更好一些。民营企业的营业
收入利润率稳步提升，包括应收账款周转期、产成品
存货周转天数等效率指标也持续改善。此外，民营
企业创新在加大。从工业企业来看，1—8月，民营企
业研发费用增长 10.1%，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达到3.3%，比面上还高一些。
“这可以看出，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更多的企

业参与到发展当中去，更多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成
长，所以形成了信心不断提振的态势。”王美福说，其
在对相关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企业对宏观经济走势
乐观判断的比重在提升，虽然提升幅度只有几个点，
但也体现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状态。

王美福说，浙江全面实施“415X”先进制造业集
群建设和“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效果在工业经济
领域逐步显现出来，工业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在这些
政策的引导下有所增强。从数据上看，前三季度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都高于规
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1—8月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增
长9.6%，增速比营业收入高9.9个百分点；企业经营
效益逐步改善，利润降幅从 1—2月的 48.0%收窄到
1—8月的5.3%，这都可以看出内生动力在升级和增
强。 本报记者 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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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面演绎“浙江精品引
领品质生活”主题。10月24日，首次
亮相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标准）博
览会的“浙江精品”公共展区，与第29
届义博会同步落下帷幕。期间，举办
国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
浙江产业标准化需求对接活动，现场
解决问题53项，达成意向26项。

在“品字标浙江制造”展区，智能
马桶、智能床、集成灶、户外用品、钢
琴……一个个“品字标浙江制造”产
品塑造出熟悉的生活场景，引来参展
商驻足。

在浙江乐韵钢琴有限公司展区，
一段音色丰满的钢琴乐曲飘扬而来，
公司副总经理金亦成正仔细擦拭钢
琴。他介绍，钢琴产品和科技产品不
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匠心”，对每
一道生产工艺、每一个零部件都严格
把关。这也是企业能够获评“品字标
浙江制造”认证的重要原因。20多年
来，公司以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严格
的生产工艺和质量管控、先进的生产
设备和先进技术、灵活的经营管理体
制，创新品牌，目前已成为中国乐器
协会授予的中国乐器行业 50强，获
评德清县政府质量奖、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等。

在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区，“品字标浙江制造”产品美大集
成灶风华系列吸引了众多眼球。据
悉，该产品获得了包豪斯设计奖、纽
约设计奖、意大利设计奖等六大国际
设计奖。除颜值高外，还搭载了美大
智慧变频技术，实现1秒吸油烟。

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美
大实业掌握了集成灶核心技术，拥有
23个国家CNAS实验室，也是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美大实业市场部工作人员沈高
飞表示，产品是品牌的载体，品质是品
牌的生命。美大实业因为一如既往地
加强研发创新和品质管理，得以持续
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品质消费体验。

“展区内的所有产品均来自我省
的‘品字标’企业。”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4年
起，浙江省率先全国启动了以“品字
标”为形象标识的“浙江制造”区域公
共品牌建设，设计“先进标准+国际认
证”的品牌建设路径，通过制定实施

“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浙江制造”
标准体系，并组织国内外知名认证机构开展对标认证，
合力打造优质优价、信誉过硬、社会公认的“浙江制造”
高端区域公共品牌形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布“浙
江制造”标准 3154项，培育“品字标”企业 4791家，约
80%的企业获得各级政府质量奖、“隐形冠军”、专精特
新“小巨人”等品牌荣誉，“品字标”标准提档、质量提
升、品牌提效组合效用充分发挥，成为推动全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在标准创新展区中，杭州程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围绕智能科
技、先进制造、高端新材三大领域，集中展示企业标准
创新产品。

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称得上“浙江标准”？展区醒目
位置标示了答案：体现技术创新元素、符合高质量发展需
求、具有共同富裕特征的高质量高效益的先进标准。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国际电工委员会磁
性元件、铁氧体与磁粉心材料技术委员会（IEC/TC 51）
第一工作组组长工作，已主导制修订国际标准 4项、国
家标准 10项，其中，国际标准 IEC 60424–8：2015实现
了我国软磁铁氧体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零”的突破。

公牛集团一直将标准化作为公司战略工作之一，
组建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专职标准化管理部门，每年配
备充足的标准化专项资金，组织一系列标准化相关活
动。目前，公牛已主导及参与国家、行业、团体标准118
项，获国内外产品认证1110多个、授权专利2379项、国
际设计大奖64项。

“标准塑造美好生活”，浙江一直在路上。据悉，以
“标准化+”助力共富新生活，目前，浙江省共有乡村振
兴领域省级地方标准576项。乡村建设的相关“浙江经
验”成功上升为11项国家标准。今年，浙江探索共同富
裕标准化创新，正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标准化建
设。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何蒋纬

穿戴着智能仿生手，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
表团游泳运动员徐佳玲（肢残）一路跑向主火
炬塔“潮涌”。在火炬塔前，她用“意识”操控仿
生手，大拇指内收，五指并拢后稳稳地与“桂
冠”交握，随后俯身点火。

这是 10 月 22 日晚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
会开幕式上，动人心弦的一刻。这也是全世界
第一个脑机接口智能仿生手在国际体育赛事
上点燃圣火。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智能仿生手点燃圣火智能仿生手点燃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