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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1日晚7时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

网，发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4K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

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网、新华网、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所属网站、 新媒体平台将准时

播出。

同球共济 砥柱中流

———习近平主席引领2024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述评

A03·资管时代 A04·资管时代

A06·公司纵横

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培育数据领域专业性投资机构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12月30日消息，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教育部、财政部、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设立数据业务独立经营主体，支持数据企

业做强做优做大；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数据

产业投资引导子基金，培育数据领域专业性投

资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统筹

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加快繁荣数据产业生

态，发展壮大数据产业和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数据企业，为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提供有力支撑。

明确八个方面政策举措

《意见》统筹发展和安全，面向数据采集

汇聚、计算存储、流通交易、开发利用、安全治

理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从加强数据产业规划

布局、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加快数据技术创新、

提高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发展数据流通交

易、强化基础设施支撑、提高数据领域动态安

全保障能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等八个方面部

署了系列政策举措。

《意见》提出，到2029年，数据产业规模

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5%，数据产业结构明显

优化， 数据技术创新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数据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催生一批

数智应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涌现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数据企业，数据产业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区域聚集和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意见》明确，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把握数

据产业变革趋势，面向数据采集、存储、治理、

分析、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加快培育新技术

新应用新业态，推动各类业态协同发展，提高

数据产业生态塑造能力。

在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方面，《意见》明

确，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设立数据业务独立经营主体，支持数据企

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大

力培育创新型中小数据企业， 支持向专业化、

精细化发展，引导龙头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数

据、算法、算力等资源使用便利。

在加快数据技术创新方面，《意见》提

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大力推动云边端计算

技术协同发展，支持云原生等技术模式创新，

形成适应数据规模汇聚、 实时分析和智能应

用的计算服务能力。 加强新型存储技术研发，

支撑规模化、实时性跨域数据存储和流动，提

高智能存储使用占比。 面向人工智能发展，提

升数据采集、治理、应用的智能化水平。（下转

A02版）

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进一步明确

占比原则上不低于30%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财政部网站12月30日消息，为加强政府

采购新能源汽车管理， 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

使用，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明确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的通

知》提出，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量中新能源

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于30%。

《通知》强调，采购人应当加强公务用车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 充分了解新能源汽车的

功能、性能等情况，结合实际使用需要，带头

使用新能源汽车。

《通知》明确，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统筹确

定本部门（含所属预算单位）年度新能源汽

车政府采购比例， 新能源汽车可以满足实际

使用需要的， 年度公务用车采购总量中新能

源汽车占比原则上不低于30%。其中，对于路

线相对固定、使用场景单一、主要在城区行驶

的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原则上100%采购新

能源汽车。采购车辆租赁服务的，应当优先租

赁使用新能源汽车。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指导和督促所属预算

单位落实好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比例要求，

做好新能源汽车使用有关保障工作。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银行理财这一年：

权益类资产成新宠

人形机器人

加速智能进化

产销量突破千万大关

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动能依旧充沛

●本报记者 李嫒嫒

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持高歌

猛进的态势，年度产销均首次突破1000万辆

大关，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连续多月突

破50%。

展望2025年，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有望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政策支持、技术推动、结

构调整将成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强

劲动力。相关部门应对行业竞争加强引导，促

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销数据刷新历史纪录

11月14日，在湖北武汉，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迎来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东风

汽车旗下东风岚图以及其他10家车企的整

车下线，标志着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1000

万辆的产量正式达成。 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

年度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 中汽协最新预

测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总销量有望达3150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300万辆。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2009年起步，到

2018年的年产销量突破100万辆大关， 再到

2022年的年产销量突破500万辆大关， 直到

今年产销量突破千万辆大关，一步一台阶，成

长不停歇。

在产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新能源汽车

的市场渗透率也加快提升。 中国汽车流通协

会数据显示，下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

零售渗透率已连续5个月超过50%。

新能源车企同样捷报频传： 比亚迪第

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华为与赛力斯联

合打造的问界M9连续8个月成为50万元以

上汽车市场的销冠；（下转A02版）

“熊猫债”吸引力增强

带动境外资金增配人民币资产

●本报记者 彭扬 连润

今年以来，“熊猫债” 发行热度不断攀升，发

行数量、发行金额均创纪录。Wind数据显示，以债

券起息日计算，截至12月30日，今年以来“熊猫

债” 已发行109只，发行金额共计1948亿元，与去

年全年相比， 发行数量、 发行金额分别增长

15.96%、26.12%。

专家表示，融资成本较低、相关制度进一步完

善等因素增强了“熊猫债”的吸引力，预计境内融

资成本仍将保持相对低位，在此优势引领下，“熊

猫债”有望继续扩容。

发行热度攀升

6月份，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发行了规模为

8亿元的“熊猫债” ，票面利率为1.86%，是今年以

来发行利率最低的一笔；7月份， 新开发银行发行

了80亿元3年期“熊猫债” ，是今年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笔，票面利率2.03%；10月份，大华银行有限公

司自2019年以来首次重返“熊猫债”市场，发行了

50亿元1年期债券，票面利率2.30%……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2月30日，“熊猫债”

总存量3192.86亿元， 与2023年末相比， 增长

31.19%。

除发行热度攀升外， 票面利率整体下行是今

年“熊猫债”发行的又一特征。Wind数据显示，截

至12月30日，今年成功发行的“熊猫债” 票面利

率平均值为2.40%。相比之下，2023年全年的票面

利率平均值为2.97%。

发行主体和期限结构也呈现新变化。 东方金

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副总监白雪表示， 从发行主体

行业看，今年以来，新发行“熊猫债” 主体公司所

在行业以金融和公共事业类型为主， 且纯外资发

行人数量和发行金额占比显著提升， 发行人结构

更加优化。 从期限结构看，今年以来，境外机构发

行5年至10年期“熊猫债” 的金额占比大幅提升，

期限结构更加合理。

市场料继续扩容

对今年“熊猫债”的发行，招商证券固收团队

首席分析师张伟认为，“熊猫债”发行火热的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在国内低利率融资环境下，“熊猫

债” 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便

利了境外发行人在境内融资；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不断提升，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专家认为，“熊猫债”对境外发行人仍较有吸

引力，预计“熊猫债”发行规模有望继续提升。

从短期看，白雪表示，考虑到美联储将采取渐

进式降息，短期内政策利率仍将处于高位水平，因

此，我国境内融资成本仍将保持相对低位优势，有

利于境外机构人民币融资需求释放。

从中长期看，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

员周茂华表示，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同

时，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步伐加快，将推动“熊猫债”市场继续扩容。

“随着国内宏观经济复苏力度进一步增强、基

本面长期向好， 人民币债券资产中长期收益稳定

且可预期， 将吸引更多境外主体继续扩大对人民

币资产的投资。 ”白雪说，在当前境内债市结构性

资产荒背景下，活跃“熊猫债”的到期收益率高达

10%，这意味着“熊猫债”的投资价值依然较高。

券商

2025

年

首批“金股”出炉

31.19%

数据显示， 截至12月

30日，“熊猫债” 总存量

3192.86亿元， 与2023年

末相比，增长31.19%。

前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