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信用京津冀”正式启动
将加强信用监管数据互认共享共用

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指导推动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共建“信用京津冀”

签约仪式及相关会议日前在京举行，标志着共建“信用京津

冀”正式启动。

会议强调，一是要加快推进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共享。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大力度，向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放共享

涉企信用监管数据。京津冀三地之间要加强信用监管数据

互认共享共用，全面提升数据质量，更好支撑数据高质量应

用。二是要稳步推进信用监管协同机制创新。把握三地区

域差异，着力推动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信用监管基础性作

用，加强协同联动。三是要强化提升服务区域协调发展质

效。以共建“信用京津冀”为重要工作抓手，积极融入并主

动服务和支撑重大国家战略，推动在优化提升信用服务等

方面，强化异地同标、协同共治，提升市场监管水平。

2019 年 11 月成立，2020 年 1 月

成立海外子公司并在当地设立研发

中心，2021 年 12 月两条生产线分别

在国内外开工……近几年，无锡利

普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在发展路上不

断提速。

“这是我们的 SiC（碳化硅）模块

封装测试生产线”“这是应用实验

室，主要测试功率模块的静态参数

和动态参数”……在位于江苏无锡

蠡园经济开发区内的公司总部，利

普思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丁烜

明介绍，“公司专注于第三代功率半

导体 SiC 模块的封装设计、制造与

销 售 。 目 前 国 外 的 生 产 线 可 年 产

30 万个 SiC 模块，无锡工厂可同时

生产车规级 SiC 模块和 IGBT（绝缘

栅双极型晶体管）模块，总年产能达

90 万个。”

SiC 模 块 和 IGBT 模 块 都 属 于

功率半导体，是电力控制和转换的

关键部件，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工业

控制、新能源发电及储能等领域。

随着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快

速发展，SiC、IGBT 模块的市场需求

越来越大。“我们创业之初就确立创

新驱动发展的理念，依靠科技创新

实现高性能高可靠性 SiC、IGBT 模

块的国产化，服务全球客户。”丁烜

明说。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

“目前企业研发团队超 60 人，占员工总数的 45%，涵盖芯片

设计、封装材料、模块封装设计、生产工艺以及模块应用等

领域。”丁烜明介绍，公司成立至今，已自主研发了包括新型

封装材料、封装设计和封装工艺工程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申

请专利 3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

“在 2020 年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我们

斩获了名次；在今年 8 月举行的 2023 集成电路（无锡）创新

发展大会上，我们也获得好评。”丁烜明说，这体现了企业在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现在国内外客户越来越重视产品品质，品质过硬才能

赢得客户青睐。”丁烜明说，公司产品除了服务国内客户，还

销往欧洲和北美，“今年是量产的第一年，从目前的订单看，

企业年度销售额有望达 6000 万元。”

“随着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我们越做越有劲头。”谈及未

来，丁烜明说，企业正向着成为全球 SiC 模块行业引领者的

目标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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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企业新风采

超快充动力电池项目在广州南沙投产
本报广州 11月 14日电 （记者罗艾桦）随着全球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加快，超快充技术逐渐成为竞争焦点之

一。近日，超快充动力电池项目在广州南沙正式投产，主要

生产用于超快充电（10—15 分钟）和极快充电（5—10 分钟）

的动力电池电芯，项目全面建成后每年总产能达 8GWh（吉

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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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吉林省通
化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近年来，通化市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税商联动缓解
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充分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 年，民营经济贡献了 72％的税收，

民营企业贡献了 80％以上的城镇就业，民营

经济经营主体占全市总数的 99.4％，民营企

业数量占全市总数的 95.9％……这是吉林省

通化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成绩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东北老

工 业 基 地 来 说 ，民 营 经 济 是 亟 须 发 展 的 短

板 。 通 化 民 营 经 济 何 以 突 围 ，跑 出“ 加 速

度”？近日，记者来到这里，探寻当地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密码”。

增强服务意识
主动排忧解难

“叮咚。”手机提示音响起，通化一家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周锡霞拿起手机，

发现是“电子税务厅”应用软件推送的一条

消息，提醒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朱丽的帮助

下，企业重新申报了企业所得税，退税近 10
万元。

政务服务中心如何做到主动服务？“我们

开发了税费政策‘精准享’项目。”朱丽介绍，

通化市强化数据应用，通过对惠企政策享受

条件与企业基础信息等进行分析比对，多维

度勾勒企业的“数据画像”，实现相关政策精

准推送。

近年来，通化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创新体制机制，以税商联动为基础，搭建服务

民营经济发展的“税商联动+多方融入”大平

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税务部门依托内部控制监督平台设立

16 个 风 险 筛 查 指 标 ，定 期 扫 描 疑 点 风 险 数

据，确保税费优惠政策落准落细；市场监管部

门从制度层面优化业务流程，企业开办实现

一表申请、一窗领取、一网通办、全程免费，一

般性企业开办 3 小时办结；海关部门建设专

属平台，实现 100%无纸化申报出口退税服

务，全市审核正常出口退税平均用时压缩至

1.26 个工作日……

“去年 7 月，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还入驻

了民营经济综合服务中心，并设立工作窗口

办公。”通化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王化来介绍，

“这里能够为民营企业提供领办、代办、帮办

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少跑腿甚至不跑腿，

此外还设有民企‘办不成’事项收集窗口。”

如今，通化市已建成 5 级“两个健康”组

织服务网络体系，全面收集民营企业遇到的

“疑难杂症”，经民营经济综合服务中心梳理

后，推送至相关部门解决。

立足推动涉企服务制度化、规范化、法治

化，通化市成立执法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全

市范围内应用“我要执法”手机应用开展行政

检查执法，责任体系不断强化。

围绕优势产业
释放创新活力

明亮宽敞的实验室内，身着白大褂的科

研人员正忙着调试设备参数，为下一轮实验

测试做准备。这里是位于通化医药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的通化东宝药物研究院。

医药健康产业是通化市的优势产业、支

柱 产 业 。“只 有 不 断 创 新 ，产 业 才 能 迈 向 高

端。”通化市科技局局长张德鑫说。

“科技创新这条路并不好走，技术、资金、

人才，每一项都是企业绕不开的难关。我们

的发展能如此顺利，离不开市里全方位的引

导和保障。”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科技

管理部经理常晓慧说。

前段时间，企业研制的一款创新药进入

临床试验阶段，却找不到合适的临床试验研

究团队来承接后续工作，项目推进困难。一

筹莫展之际，通化市科技局的工作人员前来

告知：“省里正在征集第二批科技攻关‘揭榜

挂帅’项目，创新药研发的关键问题有希望解

决了，咱们一起琢磨琢磨。”

科技局的工作人员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企业的难处？原来，为推动通化市医药健康

领域的科技创新，通化市科技局成立医药健

康产业创新推进专班，开展送政策、送技术、

送成果、送人才、送培训、送信息服务，定期到

企业调研需求、宣讲政策、精准服务。

针对通化东宝药业缺乏临床试验团队的

问题，通化市科技局一方面帮助企业对接各

大高校、科研院所，以产学研合作提供助力，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申报“揭榜挂帅”项目。“这

一项目可以借助省级平台向全社会‘发榜’，

寻求优秀科研团队解决企业的关键技术难

题。”通化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

崔韩说。

“多亏市科技局工作人员指导，我们成功

申报了项目。”常晓慧说，“‘发榜’后，各地的

优质科研资源汇聚而来。我们已经与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敲定合作，还获批了 300 万元项

目资金支持。”

近年来，通化市科技局围绕医药新药创

制等方面，实施各级医药健康领域项目 156
项，争取项目资金 7836 万元；共推动 25 家企

业与 49 名高校院所专家签订协议，开展产学

研合作；建设省级以上科创中心、重点实验室

等各类创新平台 38 个，累计开展关键技术攻

关 100 余项，为企业科技创新、增强竞争力筑

牢平台支撑。

缓解融资难题
落实减税降费

工人轻点面板，巨大的数控设备开始运

行。高压水流冲过金属模具，溅起一层层细

密的水花。“这里加工的设备，复杂曲面的误

差单位是角秒（1/3600 度）。”在通化建新科

技有限公司的数控加工中心，公司财务部长

隋鹤鸣介绍，“精度不高可不行，我们生产的

设备都是定制化的，容不得半点闪失。”

隋鹤鸣介绍，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主要生产矿热炉等工业设备，能

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订单源源不断。

“定制化意味着我们得以销定产，在较

短的工期内采购大量原材料。”说到这里，隋

鹤鸣眉头微皱，“一般来说，签订 1 亿元的合

同，客户会预付 30%。我们在合同签订后的

一 个 月 内 ，采 购 额 就 会 达 到 4000 万 元 以

上。而且多个项目往往同时开工，企业资金

压力非常大。”

在企业为资金发愁时，通化市工商联和

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企业，边走边问，边听

边记。据介绍，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2022 年 9 月 以 来 ，吉 林 省 启 动 税 商 联 动 机

制。通化市工商联和税务部门立足企业需

求，整合双方优势，积极开展走访调研活动，

为民营企业送政策、破难题。

“从调研来看，许多民营企业都反映资金

短缺难题。”王化来说，“工商联和税务部门联

合开展了多场银企对接会，帮助企业缓解融

资难题。”

在一场银企对接会上，通化建新科技有

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达成了初步合作意

向，并最终获得 2 亿元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

额度。“现在企业有了充足的资金购置原材

料，项目工期更有保证，订单持续增长。”隋鹤

鸣说。

2022 年以来，通化市通过税商银合作等

机制，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为 948 家

次民营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共计 8.41 亿元。

“融资支持是‘开源’，税务部门还帮我们

‘节流’。”隋鹤鸣说。通过上门辅导、座谈交

流、问题反馈等举措，通化市税务局为各类企

业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

策。税商联动以来，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

一项优惠政策，就为 92 家企业节省超 6 亿元。

“市委、市政府将坚持落实政策不动摇，

打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当好企业发展的坚

强后盾，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通化市委书

记孙简说。

吉林通化去年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占全市总数的99.4％

优化营商环境 壮大民营经济
本报记者 汪志球 孟海鹰 门杰伟

本版责编：林 琳 吕钟正 韩春瑶

走进位于湖北武汉经开区南太子湖畔的

华砺智行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 42
岁的董事长邱志军。

几年前，邱志军从国外回到家乡武汉创

业 ，研 发 车 路 协 同 产 品 。“ 湖 北 除 了 有 较 好

的 人 才 、技 术 、交 通 基 础 ，还 有 为 华 侨 华 人

创 业 提 供 的 优 质 平 台 。”邱 志 军 说 ，回 国 创

业以来，他已连续 6 年参加了华侨华人创业

发展洽谈会（以下简称“华创会”）。这个由

国 务 院 侨 务 办 公 室 、湖 北 省 人 民 政 府 和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平 台 ，帮 助 了 不

少有创业想法的海外人才与政府、企业、投

资机构对接。

如今，华砺智行已经从一个面积只有 10多

平方米的小企业，发展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研发中心建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成为

全球车路协同领域的领军企业。

自 2001 年首届华创会落户武汉以来，湖

北一直将“为侨胞事业发展服务”与“为湖北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相结合，为引进海外高层

次人才和侨胞回国来鄂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平台。

一块厚约 16 厘米的钢板，在激光切割下，

只需十几秒，就可得到一块边缘光滑的立方

体，并且整个钢板几乎没有变形。在武汉锐

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激光应用工

艺实验室，工程师展示了激光器在工业切割

领域的一个应用场景。“除了切割，我们的产

品还广泛应用于打标、焊接、熔覆、清洗、增材

制造等工业制造领域，并能针对行业需求提

供定制化产品。”公司副董事长、总工程师闫

大鹏说。

此前，国内使用的激光加工设备要向国外

公司租赁，或者按使用次数付费，价格不菲。

2006 年 6 月，第六届华创会在武汉开幕，当时

在国外研究激光器的闫大鹏和 400 多名海外

代表参会。“我了解到，国内一些激光龙头企业

急需国际光纤激光器领域的人才，并有意聘请

我，于是下定决心回国。”闫大鹏说，现在企业

生产的光纤激光器价格比国外的大幅下降，还

出口到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华创会已成功举办 22 届，吸引了像

闫大鹏这样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侨商

等 2 万余人次现场参会，累计签约引进项目

2800 多个；2014 年以来，连续举办 9 届“华创

杯”创业大赛，每年评选出 10 个获奖项目予以

创业扶持，已有 80 个获奖项目成功落户，对接

投融资 65 亿元。一系列举措为湖北推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来，华创会构建起“华创大会+华创

杯+华创学院+华创基地”的品牌体系，在项

目引进、资金融通、创业辅导、落地发展方面

为侨胞归国创业兴业提供一整套配套服务。

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生物城，70%以上的

涉侨企业由华创会平台引进而来；7000 多个

海外人才创业团队、近 2000 名外国专家在光

谷聚集。

此外，湖北还不断发挥海外侨胞融通中

外的独特优势，扩大国际朋友圈，2022 年进出

口规模达到 6170.8 亿元。

华创会累计签约引进项目2800多个

发挥人才优势 提供创业平台
本报记者 吴 君

近年来，浙江省丽水市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全面推进能源网络建设。据初步统计，丽水境内的技术可开发和利用风能储量在 200 万千瓦以上，约占全省的 50%；光伏发电技术可开发装机

容量在 400 万千瓦以上。国网丽水供电公司以光伏建设运维、储能削峰填谷、市场化售电和设备节能维护为重点，推出“光储售维”四位一体新型能效服务体系，促进当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助力

企业降本增效。图为国网丽水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项目现场巡检。 王 琦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20.49 万亿元，同比多增 1.68 万亿元。其中 10 月份人民币

贷款增加 7384 亿元，同比多增 1058 亿元。截至 10 月末，我

国本外币贷款余额 24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人民币

贷款余额 235.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

在存款方面，前 10 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23.13 万亿

元 ，同 比 多 增 5575 亿 元 。 其 中 10 月 份 人 民 币 存 款 增 加

6446 亿元，同比多增 8312 亿元。截至 10 月末，我国本外币

存款余额 287.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人民币存款余额

281.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

据初步统计，今年前 10 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

计为 31.19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33 万亿元。10 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8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9108 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4837 亿元，同比

多增 232 亿元。截至今年 10 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37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33.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截至 10 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

额 288.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

同期低 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7.47万亿元，同比

增长 1.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2个和 3.9个百

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10.8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

前10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20.49万亿元
同比多增1.68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