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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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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新”工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正在不断显现——既拉

动了投资增长又释放了消费潜力，既促进了产业发展又提升了民生福

祉，可谓是多赢之举。

把“两新”这件实事办好

勾建山作（新华社发）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

门及地方连续 3 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以下简称“两新”）的政策举措、进展成

效和后续安排等。笔者印象中，中央部

门就同一主题连续以发布会形式回应社

会关切，近年来并不多见。这一方面体

现了党中央对于“两新”工作的高度重

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两新”话题确实市

场热度高、涉及面广，有必要通过宣传阐

释，进一步凝聚共识。

“两新”工作连接着供需两端，既惠

企又利民、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是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今年 3月份，

国务院正式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后，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在 7月份紧锣密鼓地出

台了《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提出了一

系列加力支持“两新”工作的具体举措。

目前，工业设备、农业机械、老旧电

梯等 8 个领域设备更新实施细则，汽车、

家电、电动自行车、家装厨卫 4 个领域消

费品以旧换新实施细则，以及各省份结

合自身实际制定的 140 多份实施细则均

已同步出台，为“两新”后续工作全面开

展打下扎实基础。

光有细则还不够，“两新”措施能否

真正落地，资金保障是关键。令人欣慰

的是，过去 2 个多月，支持“两新”的 3000

亿元国债资金已全部下达。其中，4600

多个符合条件的设备更新项目资金均安

排到位，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 1500 亿元

国债资金也全部下达到地方。

操作有抓手、实施有细则、资金有保

障，“两新”工作应该说具备了天时地利

人和的有利条件，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积极作用正在不断显现——既拉动了

投资增长又释放了消费潜力，既促进了

产业发展又提升了民生福祉，可谓是多

赢之举。

近期市场数据的变化印证了上述判

断。前 8 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

长 16.8%，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高 13.4 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64.2%，比前 7 个月提高

3.5 个百分点。8 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

量为 190.5 万辆，环比大幅增长 10.8%；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3.4%，实现了由降转升。“两新”政策效应

也传导至相关产业发展，前 8个月装备制

造业、消费品制造业等均实现了两位数

增长。

更重要的是，“两新”工作还有力支撑

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事实上，节

能降碳改造是设备更新的重要支持领域，

提高能效水平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

鼓励方向。可以肯定的是，“两新”政策对

于绿色转型的引领效应，有望在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中持续显现，“两新”工作与技术

升级、节能降碳等措施有效结合，也将助

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综合来看，当前“两新”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整体进度符合预期。下一

步继续扎实推动“两新”工作，还需要在

部门协作和政策协同上持续发力，充分

发挥“两新”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提

出更多务实管用举措，督促重点任务落

实完成。同时，要把“两新”政策与已有

的产业升级、节能降耗、低碳转型等政策

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

与此同时，也要建立有效的评估与

反馈机制，广泛收集企业和消费者对“两

新”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了解社会需求

变化，并动态优化完善解决方案。这其

中 ，要 积 极

鼓励社会各

方 创 新“ 两

新 ”工 作 模

式 方 法 ，及

时总结并推

广 经 验 做

法 ，真 正 把

“两新”这件

实 事 办 好 、

好事办实。

开通红色旅游专线、沉浸式体验文

旅演出、研学游打卡革命圣地⋯⋯一段

时间以来，湖南、辽宁等省份不断挖掘

红色资源，提高红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水平，把文旅产业打造成赓续红色血脉

的城市新名片。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凝

聚社会力量、落实文旅融合的有效途

径，推动红色文旅多元化发展，有助于

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近些年，红色文旅市场蓬勃向好，

覆盖我国众多省市，具有巨大的发展

潜 力 。 据《中 国 红 色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

已突破 20 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

接近万亿元。与此同时，红色旅游景

区及场馆等建设提速。近年来，全国

重点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300 个，历

史类博物馆、纪念馆 1644 家，历史类纪

念馆累计推出主题展览 1.5 万个。随

着文旅模式升级翻新，不少红色旅游

景点火爆“出圈”，“红色研学团”“红色

体验馆”“红色剧本杀”等新潮沉浸式

创 新 体 验 ，推 动 红 色 文 旅 产 业 向 好

发展。

不过，这一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痛

点、堵点需要解决。比如，一些地方红

色文旅产业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同

质化严重、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专业人

员及管理队伍缺乏，等等。对此，应采

取多种举措，拓宽红色文旅价值链、产

业链、创新链，持续提升红色旅游的吸

引力、影响力。

一方面，加强科技应用，推动智能

化建设。加快形成“文旅＋”赋形、数智

技术赋能的新模式，以创意设计与特色

挖掘相结合为导向，丰富智慧旅游技术

开发与应用。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红色文物

的智能化保护、红色景区的智慧化运

维。通过智能导览系统、虚拟现实体

验、个性化推荐等方式，增强互动性、参

与性和体验性，为游客提供更加系统、

丰富、深度的旅游体验。加强线上渠道

和数字化营销，通过社交媒体、在线旅

游平台等渠道宣传推广，发布精彩的项

目视频和游客体验分享，吸引更多潜在

游客。重视人才引进工作，持续加强从

业人员的新型专业技能培训，培养一批

拥有数字化能力并且懂管理、善经营、

会讲解的专业人才，为红色文旅的全域

化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另一方面，引导消费升级，提升旅

游意识。推动红色文旅产品和服务多

样化、个性化、品质化，加强红色旅游与

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

的有机融通，形成复合型旅游产品。鼓

励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红

色文旅产品，如红色演艺、红色研学、红

色文创等，并与电影、演艺、音乐等行业

进行跨界合作，延长产业链条，保持红

色文旅活力和竞争力。通过政策引导

和红色文旅品牌的示范效应，提升消费

者对红色文旅产品的认知度和兴趣度，

推出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费场景和消

费惠民措施，打造全链条红色文旅服务

新生态。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

据显示，我国已建成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超过 340 家，工业

设备连接数超过 9600 万

台套，“5G+工业互联网”

项目数超过 1 万个，工业

互联网上市企业数连续

7 年保持增长。以 5G、人

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

数字技术，正成为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创新能力

的持续提升、数字基础设

施的逐步完善，不仅为新

型工业化构建起全要素、

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生

产制造和配套服务体系，

也将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赋能新型工业

化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为协同推进新型

工业化提供强大智力支

持。2023 年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估计超过

12 万亿元。目前，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

达 62.2%和 79.6%。许多

城市已经在数字技术的

助力下推动新型工业化，

比如有的城市通过“智改

数 转 ”推 动 了 传 统 产 业

“弯道超车”，建成 10 余

个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有

的城市聚焦高端数字安

防制造领域，以“数智”技

术 为 依 托 ，在 2023 年 实

现营收超过 3000 亿元。

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发展正处于

关键时期，围绕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和

升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政策，包括

“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化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

案》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

实现新的跃升。国家层面的总体规

划和指导意见，为数字技术赋能新型

工业化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

表，更为推进新型工业数

字化全面走深走实制定了

任务清单和重点事项。

不过，在数字技术助

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仍

存在关键技术受制于人、

工 业 互 联 网 体 系 大 而 不

强、中小企业转型犹豫不

决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

题。未来，要进一步推进

数 字 技 术 助 力 新 型 工 业

化，应从产业、企业和服务

消费者等层面作出努力。

提升政策资金支持力

度。发挥“政府+市场”合

力，增强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政策资金扶持力度，

降低企业转型压力。健全

社会数字经济生态，打破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孤岛

化”，强化龙头企业对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带

动作用。增强新型工业化

领 域 的 数 据 安 全 保 障 体

系，提升数据安全风险监

测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将数字技术引入生产

全过程之中，实现生产的

智能化、网络化和自动化，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数

字技术为基底，实现新型

工业化企业上下游融合，

建立健全数字化产品服务

供 应 链“ 一 体 化 ”网 络 体

系。把数字要素纳入新型

工业化企业的生命周期，

利用数据要素的特性和优

势转变企业的增长方式，

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构建服务消费者支撑体系。充

分利用数字技术打通供销端信息共

享渠道，提升供应链协同响应水平，

提高对消费者的需求反馈速度和产

品服务交付能力。借助人工智能、边

缘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感知消费者

信息和购买偏好，推动产品服务交易

模式的转变，开拓新的盈利增长方

向。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手

段，以消费者为中心提供产品智能维

护服务、精准定制个性化服务、环境

感知差异化服务等有“温度”的售后

服务市场体系，提升消费者黏性和用

户满意度。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
的公告，从生产、销售、餐饮、广告、宣传、印刷 6 个方
面严禁各类生产经营主体从事“特供酒”制售违法行
为。近几个月来，各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一系列“特
供”“专供”假酒案。这些假酒冒用的名义五花八门，
但无一例外全是“特假酒”；基酒每斤成本普遍为几
元到十几元不等，有的甚至酒不如包材贵。“特供酒”
造假目前已形成犯罪链，涉及从包材、生产到灌装、
销售的各环节，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对
此，有必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端掉“特供酒”造假全
链条，同时也应增强宣传力度，让广大民众知悉，一
方面避免消费者被销售人员话术欺骗，买到“特假
酒”；另一方面也要严防知假买假。

（时 锋）

近日，哈尔滨市松北区工商联与多

家单位联手为当地小龙虾养殖产业“量

身定制”一款农业保险险种，明确因高

温、暴雨、病害等风险达到一定损失率，

养殖户就可获赔。这样的农业保险受

到了养殖户的欢迎。

发展现代农业，农业保险十分关

键。面对自然灾害等诸多风险，保险可

为农民提供补偿减少损失，助力农民恢

复生产。同时，有保险做“靠山”，农民

才能少些后顾之忧，加大资金和技术投

入，扩大生产。农业保险可谓一条坚固

的“安全带”，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随着支持力度加大，我国农业保险

在保障水平、扩大保险覆盖面、创新产

品和服务以及加强保险监管等方面均

取得长足进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

农业保险政策覆盖了粮、棉、糖等 16 类

大宗农产品，以及超过 500 种地方优势

特色农产品，为超过 1.6 亿户次农户提

供了约 4.5 万亿元的风险保障。特别是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方面，其作用不可

或缺。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对扩大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

围、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等工作提出要

求，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推

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

赔。通过逐步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额和

赔付标准，我国将更多的农作物和畜禽

品种纳入保险范围，推动应保尽保，持

续开发新型保险产品，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更多保障。

应看到，目前我国政策性农险覆盖

面、农险保障水平、农户保险意识等均

有待提高。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保

险企业和农民等多方共同努力，持续提

高保障水平，促进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

加大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提高补

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持续创新保险

产品和服务，开发适应不同地区、不同

农作物和畜禽品种的特色保险产品，满

足农民多样化风险保障需求，同时注重

提高保险服务质效，加强理赔服务管

理，确保农民能够及时得到赔付。加强

农民培训，提高自身风险意识和保险认

识。运用农业保险服务农民、惠及农业

农村，还应做到多部门通力合作，打破

政策衔接壁垒，真正让农业保险做到强

农、惠农、富农，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

实保障。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注：债权基准日为 2024 年 9 月 20 日；实际金额以债权文件及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
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
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
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
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

（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
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

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
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
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先生、颜先生 电话：0755-82215573、82215593
邮件地址：zhouwen@coamc.com.cn、yanning@coamc.com.cn
通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 栋 B 座 49 楼
邮编：51806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226（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

委办公室）；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31898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4 年 9 月 28 日

序
号

1

2

3

4

5

借款人
名称

深 圳 市 新 一 佳
吉 心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深 圳 市 爱 迪 融
丰 投 资 控 股 有
限公司

深 圳 国 发 光 电
有限公司

宜 华 企 业（集
团）有限公司

泉 州 豪 生 发 展
有限公司

所在地

深圳市

深圳市

深圳市

汕头市

泉州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元）

30,000,000.00

189,697,267.01

35,000,000.00

28,340,000.00

16,252,500.00

15,917,600.00

1,990,000,000.00

587,828,876.99

利息（元）

22,372,632.90

137,490,121.87

18,310,715.99

24,954,675.65

16,244,373.75

15,901,682.40

3,696,925,694.72

423,857,245.83

担保情况

常德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湖南常德武陵区的酒店用
地及地上 4 栋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常国用（2006）第 76 号，
面积 10000 平方米；建筑物证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0148501 号、常房
权证武字第 00137100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0137099 号、常房权证武
字第 00148502 号，面积 39456 平方米】；李彬兰，新一佳超市有限公
司，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德市新一佳投资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保证担保
吉林市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下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昌
邑区解放大路大福源二店的三项房产及一项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分
别为：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 Y000002535 号、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
Y000002536 号、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 Y000002537 号、吉市国用

（2011）第 220202000494 号】提供抵押担保；吉林鑫港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吉林市富野食品有限公司、陈海峰、张淇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吉林市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名下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昌
邑区解放大路大福源二店的三项房产及一项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同
上）提供抵押担保；吉林市鑫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吉林鑫港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名下全部租金收入提供质押担保；吉林市鑫港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吉林鑫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市富野食
品有限公司、中矿国龙（北京）投资有限公司、陈海丰、张淇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

/

深 圳 国 发 光 电 有 限 公 司 以
165 万元保证金提供质押担
保

深 圳 国 发 光 电 有 限 公 司 以
161.6 万元保证金提供质押
担保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宜华集团以其持有的浙商产融合伙企业
100000 万元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及宁波钱潮合伙企业 31.055 万元合
伙企业财产份额提供质押担保，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
山东市立医院控股集团股份公司 2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刘绍喜、王
少侬、刘壮青、宜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汕头市宜鸿投资有限公司、梅
州市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汕头市云祥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保证担保
泉州豪生发展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泉州洛江中心区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国有土地证号：洛国用（2009）第 5 号】及泉州洛江中心城区
C19-02-02 地块、C19-02-03 地块的泉州国际豪生商住 1 号楼、商务
2 号楼、地下室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证号：洛国用（2009）
第 3 号、洛国用（2009）第 4 号】提供抵押担保；张海仙以名下持有的泉
州豪生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及泉州丰泽日盛发展有限公司以其名
下持有的泉州豪生发展有限公司 49%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张海仙承担
连带保证担保

深圳恒富翼贸易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
深圳市南山区荔湾大道南侧太子山庄
1 栋 201、202、203 房产、湖南湖湘木业
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湖南省湘阴县文
星镇洋沙湖大道工业园南侧的工业园提
供抵押担保；深圳岳鹏成电机有限公司
以其 2016 年 4 月 19 日至 2020 年 4 月 18
日期间因销售电机等产品所产生的所有
应收账款、深圳恒富翼贸易有限公司持
有的深圳市金鼎泰贸易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深圳岳鹏成电机
有限公司、王富贵、李建容提供连带清偿
责任

当前
资产状况

除名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深圳市新一佳吉心投资有限公司等 5 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