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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2020 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

额约 12 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

一；绿色债券存量约 8000 亿元，居

世界第二，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

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一是实

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

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

要的投融资支持。二是气候变化会

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

时评估、应对。

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

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

工作。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人民银行在 2015 年、2018 年分别制

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

准，即将完成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

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目

前，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已经要

求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同时金融机构需要报送绿色信贷的

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下一步，人

民银行将推动在已有试点的基础

上，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

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统

一披露标准。

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金融

稳定方面，正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

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正在研究通过

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

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

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

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人民银行

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

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

正在研究评价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

业绩。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人民银行将与意大利、美国

和其他 G20 成员加强协调，讨论制定推进可持续金融

的总体路线图，推动各方就信息报告和披露、绿色分类

标准等需要加强国际协调的重点议题进行讨论。同

时，人民银行将继续在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边机制下深

化国际合作。

总体看，金融体系可以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

相关风险上发挥积极作用。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更

加积极主动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支持经济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报记者吴秋余根据

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年会的讲话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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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可以在支持
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
风险上发挥积极作用，支
持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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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种植小麦，品种混
杂怎么办？安徽绘制优质
专用小麦生产分布图，企业
选购小麦有了直观的依据，
农户也能卖上好价钱。在
生产分布图的推广助力之
下，育种专家的科研热情进
一步激发，从而蹚出了一条
种植结构优化、生产转型升
级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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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冯华）《中

国科技成果转化 2020 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

科研院所篇）》（以下简称“报告”）14 日发布。

报告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

2019 年，3450 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

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呈增长趋

势。个人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 53.1
亿元，其中现金奖励金额为 30.9 亿元，比上一

年增长 17.9%；股权奖励为 22.2 亿元。

这 一 报 告 是 在 科 技 部 成 果 转 化 与 区 域

创新司指导下，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

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报告以全国 3450 家

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2019 年成果转化

数据为样本，综合分析了高校与科研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以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等。

报告分析指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主

要方式为转让方式，转让合同项数占转让、许

可、作价投资 3 种方式合同总项数比重超六

成。在区间分布上，100 万元及以上的合同项

数占比为 10.0%，合同金额占比达 89.6%。大

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频出，成果转化合同金

额达 1 亿元以上的有 24 项。

在科技成果的转化流向上，报告显示东

部地区是科技成果的主要产生地和承接地。

科技成果产出合同金额排名前 3 位的是上海

市、北京市、广东省，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合同

金 额 排 名 前 3 位 的 是 上 海 市 、广 东 省 、江 苏

省 。 2019 年 ，高 校 院 所 以 转 让 、许 可 、作 价

投资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化至制造业的

合同金额最大，为 58.2 亿元，占合同总金额

的 38.2% 。 转 化 至 中 小 微 其 他 类 型 企 业 的

合同金额最大，为 91.9 亿元，占合同总金额

的 60.3%。

报告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系列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科技成果

转化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

展，但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如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需进一步衔接和落实，专业化

转移机构和人才仍需加强建设和培养，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平台）尚待系统性布局等。专

家建议，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还

需要各部门、各地方与高校院所共同努力，进

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政策执行和专业服

务能力，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0年度报告发布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 14日从国家

能源局获悉：1—3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9219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1.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210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6.4%；第二产业用电量 126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1%；第三产业用电量 33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2%；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0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

3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66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5%；

第二产业用电量 46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2%；第三产业

用电量 101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 93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5.3%。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持续显现，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在‘就地过年’推动下，企业开工和项目

施工的时间明显延长，拉动工业用电增长，是一季度用电量

增长较快的重要因素。”中国能源研究会中能智库首席专家

叶春分析，此外，一季度用电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也受到疫情

导致去年同期用电量基数较低等多重因素影响。

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长21.2%
反映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本报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杜海涛）一季度，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金额达 1868.1亿美元，同比增长 27.6%；

服务支持企业近 13.3 万家，增长 21.6%，助力外贸实现“开

门红”。

今年 3 月，商务部会同中国信保联合印发通知，支持外

贸企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外贸外

资稳中提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进内外贸一

体化发展。一季度，中国信保支持出口达 1609.3 亿美元，增

长 27.5%；支持海外投资达 87.2 亿美元；支持国内贸易达

1109.9 亿元，增长 45%；支持外贸新业态出口 15.6 亿美元，

增长 39%。

一季度信保承保金额增长27.6%
服务支持企业近13.3万家

春暖花开，淮北平原，麦绿遍地。

望着一片良田，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石

弓镇石羊村的种粮大户谢洪亮信心满满。这

底气从何而来？

“上万亩都种一个品种，便于机械化管

理，产量高，钱袋子当然鼓啦！”谢洪亮答得干

脆利落。

过去，品种混种、专用困难、效益不高等

问题一度困扰安徽的小麦种植户。近两年，

安徽通过绘制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分布图，将

全省单品种集中连片万亩以上的种植单元集

中展示，从而在种植户和粮食收储加工企业

之间搭起沟通桥梁，蹚出了一条优化小麦种

植结构、推动通用小麦生产向优质专用小麦

生产转型的路子。

绘 图

搭建信息新平台

每年麦收时节，忙碌的收割场景是涡阳

县农业农村局生产室主任杨玉亭最喜欢的一

幕。“前些年，农户选种奔着产量高的来，百来

亩地能种两三种小麦。”杨玉亭回忆，小麦品

种不一，易造成收储杂乱，还会影响农户收

益。对此，老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杨玉亭的烦恼，不是个例。“调研中，粮食

企业普遍反映原粮品种混杂，影响口感不说，

还会增加生产成本。再一个，从种植户的角

度来说，如果没有形成单一品种规模生产，销

售时也缺乏竞争优势。”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

植业管理局工作人员曹高飞说，为了提质量、

促专用、增效益，省里决定，绘制一张优质专

用小麦生产分布图。

2019 年 7 月，正当杨玉亭犯愁之际，安徽

省农业农村厅要制作 2019—2020 年度优质

专用小麦生产分布图的消息传来，按通知要

求，涡阳可以申报至少 20 个万亩以上单品种

植单元。集中连片，单一品种，绘制成图，便

于买卖。“好举措！”杨玉亭激动地手一拍，说

干就干！

先沟通粮食企业，了解市场行情。紧接

着，老杨又召集了全县 10 多家种业公司一起

商量。“不同小麦品种由不同的种业公司经

营，他们对各类品种的订单量门儿清。”杨玉

亭说，根据市场需求，种业公司会与经销商联

系，继而有利于掌握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

农户的小麦种植信息。

谢洪亮的乾成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就

是其中之一。“合作社联合周边两个种植主体

一道，共有 1.1 万亩地种植‘郑麦 366’，正好

符合集中连片、万亩以上标准。”老杨介绍，安

徽昌峰种业公司与合作社达成合作后，将信

息反馈给了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现场核实

后，不久，就将合作社纳入“郑麦 366”专用小

麦种植片。

如今，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官网上，可以

查看 2019—2020年度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分布

图。这张地图，展示了全省 307 个单品种集

中连片万亩以上的种植单元，总种植面积达

646.65 万 亩 ，占 全 省 小 麦 播 种 面 积 的 15%。

全省麦区的小麦产地、品种、规模、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等信息一目了然，强筋麦、弱筋麦都

能按图找到。今年春节前，2020—2021年度优

质专用小麦整建制乡镇及万亩片分布图如期

发布，数据及时更新，继续搭建新的信息平台。

用 图

买卖双方得实惠

春日里，合肥市长丰县杨庙镇十井社区

春田家庭农场，小麦铆足了劲向上生长，风一

吹，微微摇晃。

“以前追求高产，白麦、红麦轮流种，强

筋、弱筋试了个遍。”农场负责人马长春坦言，

自己流转的 1500 亩地，收罢麦子种大豆，就

想卖个好价钱。

刚起步，马长春就遇到了难题。小麦品

种多，成熟期不同，严重影响收割；而且没有

固定销路，卖不上好价钱。

当地农业部门推荐优质品种专用种植，

老马选用了“皖麦 606”。去年，他的家庭农

场和其他 6 个专业合作社一道，组成了“皖麦

606”优质专用小麦种植片，种植面积过万亩，

成为分布图上的一个单元。

没过多久，安徽绿雨种业公司负责人孙

远找上门来。集中连片，循着分布图前来的

孙远一眼就相中了这里。“‘皖麦 606’正是

我们目前需要的品种。这里也不远，在分布

图 上 看 见 后 ，我 们 就 从 蚌 埠 赶 来 看 看 。”孙

远说。

紧接着，签订合同，订单生产。马长春的

家 庭 农 场 ，用 上 了 种 业 公 司 提 供 的“ 皖 麦

606”原种，按照孙远的要求，统一进行田间管

理。这么一来，小麦产量上来了，收割后直接

装车送到种业公司，还省去了销售烦恼。一

算账，每亩纯利润能增加 160 元。

“现在采取订单式生产，种子源头有保

障，小麦产量能提高。不仅不愁卖，价格还比

市场价高。”马长春说。农户得实惠，企业也

有了稳定货源。正如孙远所说的那样，统一

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产出的小麦品质

也更有保障。

现在，安徽正抓紧探索小麦“单种、单收、

单储和专用”的产销加一体化模式，立足品种

特点和气候土壤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专用小

麦品种。2020 年秋种，全省建成优质专用小

麦整建制乡镇 44 个，种植面积达 219 万亩。

扩 图

科研热情得到激发

“既高产，又耐旱，还不容易生病，好处可

多着哩！”种了半辈子小麦的张子付，家住涡

阳县楚店镇后水波村。提起“涡麦 9 号”，他

打开了话匣子。

这个事这个事，，还得从亳州市农科院研发培育还得从亳州市农科院研发培育

小麦新品种说起小麦新品种说起。。

中强筋小麦是制作面包中强筋小麦是制作面包、、馒头的主要原馒头的主要原

材料材料。“。“过去过去，，农户们种这类小麦少农户们种这类小麦少，，大部分得大部分得

从国外进口从国外进口。。一边是影响农户增收一边是影响农户增收，，另一边另一边

是下游食品生产的成本也高是下游食品生产的成本也高。”。”亳州市农科院亳州市农科院

副院长冯斌回忆副院长冯斌回忆。。培育新品种培育新品种，，迫在眉睫迫在眉睫！！

20052005 年年，，冯斌一头扎进改良小麦品种的冯斌一头扎进改良小麦品种的

研究中研究中。。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20152015 年年 66 月月，，看着培看着培

育成功的小麦新品亩产达到了育成功的小麦新品亩产达到了 11001100 斤斤，，冯斌冯斌

激动得差点落下泪来激动得差点落下泪来。。

“‘“‘涡麦涡麦 99 号号’’产量高产量高，，耐旱又抗寒耐旱又抗寒。”。”冯斌冯斌

说说，，育种成功后育种成功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化推广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化推广，，

““我们和安徽丰硕种业公司达成合作我们和安徽丰硕种业公司达成合作，，由他们由他们

代理代理，，经由农资门店经由农资门店，，与专业种植合作社与专业种植合作社、、农农

户联系户联系。”。”

企业上了心企业上了心，，农户动了心农户动了心。。早几年早几年，，张子张子

付的麦田里付的麦田里，，出现过不少品种小麦的身影出现过不少品种小麦的身影。。

不是这个品种产量低不是这个品种产量低，，就是那款小麦不抗冻就是那款小麦不抗冻，，

让 他 操 碎 了 心让 他 操 碎 了 心 。。 后 来后 来 ，，他 试 种 了他 试 种 了““ 涡 麦涡 麦 99
号号”。“”。“和过去相比和过去相比，，亩产能增加亩产能增加 100100 多斤多斤，，我我

的收益一下子就上来了的收益一下子就上来了！”！”张子付说张子付说。。如今如今，，

在他的家庭农场里在他的家庭农场里，，除百来亩农业示范田外除百来亩农业示范田外，，

其余的地全种上了其余的地全种上了““涡麦涡麦 99 号号”。”。

作为适合大众口味的面条、馒头、饺子原

料，“涡麦 9 号”也被纳入安徽省优质专用小

麦生产分布图中。如今，通过这张分布图，已

经有越来越多种植户和粮食企业了解了“涡

麦 9 号”。

市场反应热烈，也进一步激发了冯斌的

研发热情。“作为科研工作者，看到自己培育

出来的小麦种子给农户带来收益，很有成就

感。”冯斌笑着说。

和冯斌一样干劲十足的，还有安徽省农

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汪建来。2018 年，他

选育的“荃麦 725”通过审定，推向市场。眼

下，“荃麦 725”已连续两年被纳入分布图，种

植面积扩大到了 30 多万亩。汪建来说，“我

们还能根据销量拿到提成，作为对科研人员

的激励，现在大家积极性更高了。”

图①：安徽省 2020—2021 年度优质专用

小麦整建制乡镇及万亩片示意图。

图②：涡阳县小麦丰收场景。

张延林摄（人民视觉）

图③：冯斌在亳州市农科院的小麦试验

田查看作物长势。 资料图片

图④：涡阳县小麦春季田管现场。

张延林摄（人民视觉）

安徽探索推进小麦种植安徽探索推进小麦种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张分布图一张分布图 蹚出转型路蹚出转型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游 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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