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日举
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透露，截
至今年6月，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到442.5万件，权利人为企业的发明专利
占比提升到72.8%，企业创新更加活跃。

申长雨在会上介绍了知识产权领域
改革发展的总体情况。

一是创造方面，不断涌现出更多高价
值知识产权。截至今年6月，我国国内发
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42.5万件，权利人为
企业的发明专利占比提升到72.8%，企业
创新更加活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12.9件，提前实现国家“十四
五”规划预期目标。国内有效注册商标量
达4590.9万件，再创新高。

二是运用方面，知识产权有效赋能经
济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
行动，今年上半年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
利转让许可次数同比增长22.2%，一批高
价值专利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
景中加速落地。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
到15.3万亿元，占GDP比重增至12.7%。
今年1—5月，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
额达1800亿元，同比增长14.1%，其中出
口额同比增长17.7%，高于进口额增速4.7
个百分点。

三是保护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实施新修订的《专
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修
改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发布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和《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加强知识产
权法治保障。深入推进数据知识产权保护
规则构建，在全国17个省市开展试点，便

利数据要素流通利用。扎实推进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建设工程，高标准推进25个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累计批复建
设115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
速维权中心。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
升至82.04分，连创新高。

四是服务方面，全面提升便民利企水

平。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编
制出台《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
南》，推动72项知识产权政务服务同标准
办理。开放60种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实现

“应开放尽开放”。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
质量和审查效率，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
压 减 至 15.7 个 月 ，审 查 准 确 率 达 到
94.2%，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
个月，审查合格率保持在97.7%，均达到
相同审查制度下的国际先进水平。

五是国际合作方面，积极助力高水平
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
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成功加入《工
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和版权
方面的《马拉喀什条约》，推动缔结了《产
权组织知识产权、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
识条约》。持续深化中美欧日韩、金砖国
家、中日韩、中蒙俄、中国—中亚、中国—
东盟、中欧等机制性交流。中国申请人
PCT国际专利、海牙体系外观设计、马德
里国际商标申请，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三
大业务体系中的申请量稳居世界前列。截
至今年6月，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利和有
效注册商标量分别达到91.9万件和213.5
万件，保持稳定增长。此外，还实现了244
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完成第二
批350个产品清单公示，有力密切了中欧
经贸关系。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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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自2021年7月启动上线交易，已经满3年。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29日表示，
3年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顺利完成
两个履约周期，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裴晓菲介绍，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
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包括强制性的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自愿性的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两个部分。强制和自愿
两个市场既各有侧重、独立运行，又同向
发力、互为补充，并通过配额清缴抵销机
制有机衔接。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启动上线交易，目前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
放单位2257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51亿吨，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

量最大的碳市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市场于2024年 1月正式启动，目前
制度框架体系已构建完成，减排项目和自
愿减排量即将进入申请登记的窗口期，鼓
励更广泛的行业企业参与碳减排行动。

裴晓菲说，3年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主要取得四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建立
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框架。二是建成了

“一网、两机构、三平台”的基础设施支撑
体系。三是碳排放核算和管理能力明显提
高。目前，企业均建立碳排放管理内控制

度，管理水平和核算能力显著提升。四是
碳市场活力稳步提升。

他介绍，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4.65亿吨，成
交额约270亿元。交易规模逐步扩大，第
二个履约周期的成交量和成交额比第一
个履约周期分别增长19%和89%，且第二
个履约周期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明显
提高，参与交易的企业占总数的82%，较
第一个履约周期上涨近50%。同时，碳价
整体呈现平稳上涨态势，由启动时的48

元/吨，上涨至今年7月26日收盘价91.6
元/吨，上涨了90.8%。

裴晓菲表示，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
坚持全国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政策工具的基本定位，持续完善相关配套
政策，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主体和
产品，探索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配额
分配方式，深化碳市场国际交流与合作，着
力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
力的碳市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满3年

实现预期建设目标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29日公示拟确
定15个地区作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将利用
两年时间在其主城区社区实现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全覆盖。这 15 个试点
地区为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西城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石家庄市、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温州市、山
东省济南市、河南省鹤壁市、湖北省武

汉市、海南省三亚市、重庆市两江新
区、甘肃省兰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

商务部同时公示了拟确定的60个地

区作为全国第四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2021年以来，商务部等部门先后
确定了三批共150个全国城市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目前取得阶段性成

效。截至2024年6月底，前三批150个全
国试点地区已建设3946个便民生活圈，
涉及商业网点88.82万个，服务社区居民
7676万人。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发布

首批15个地区入选

本报讯 暑期到来，旅游市场再迎出游
高峰。7月份以来，各地纷纷抢抓暑期消费
季机会，发放文旅等领域消费券，加大补贴
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乘势而上”。据记者统
计，截至7月28日，已有浙江、四川、广东、
广西等地结合本地市场特色，拿出真金白银
促消费扩内需，助推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具体来看，成都市发放3000万元“暑来
成都 乐游天府”文旅消费券；延吉市投入
500万元发放“大学生暑期旅行‘就’在延吉”
专属政府消费券；广东省发放总计800万元
的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投
入财政资金1.8亿元，围绕暑期惠购、夏日焕
新、欢乐假日等三大版块7个“潮”主题，推出
超300场次暑期促销主题活动；浙江推出9
项措施促进暑期文旅消费，举办“缤纷夏日
浙里好玩”夏季文旅消费季活动……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恢复和扩大消费，
消费潜力逐步释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明显增强，为推动经济恢复向好发挥了重要
作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最
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5%，拉
动GDP增长3.0个百分点。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
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直
接经济效应体现在促进消费需求上。在暑期
这样的传统消费旺季，发放消费券能直接增
加消费者购买力，促进商品和服务销售，对
于提振零售业、餐饮业、娱乐业等消费领域
都有显著作用。

为了抢占暑期旅游市场的高地，各地纷
纷铆足劲、出新策，不仅推出了新线路和特
色内容，还推出了景区门票减免、半价优惠
以及限期免费开放等措施。文化和旅游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各地将在暑期举办超
4000项约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推出发
放消费券、票价优惠、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
惠民措施，多地还针对大学生等群体推出景
区免票和优惠政策。

闻旅创始人周海涛表示，对旅游企业来
说，要以更大力度吸引消费者。企业应聚焦产
品与服务升级，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证日）

暑期消费场景“焕新”

多地密集发放
文旅消费券

本报讯 A股三大股指29日集体低开。
早盘指数分化，沪指在银行股走强下表现较
强。午后依旧维持早盘的格局，三大股指窄
幅震荡。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综指涨0.03%，报
2891.85 点；科创 50指数跌 1.7%，报 707.6
点；深证成指跌0.96%，报8514.65点；创业
板指跌1.44%，报1635.67点。两市成交额为
585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02亿元。

板块方面，银行股低开高走力挺沪指，
智能网约车概念持续爆发，低空经济概念拉
升。白酒板块表现疲软，贵州茅台股价跌破
1400元大关。

机 构 观 点

中信证券：全球市场风险偏好出现明显
下降，但A股后续资金继续流出的空间不大。
政策信号和外部信号改观，极度悲观情绪有
望修复，待价格信号也趋于明朗后，配置上可
转向绩优成长和内需方向。 （澎湃 晚综）

茅台股价跌破1400元大关

智能网约车概念
持续爆发

大中型银行完成今年首轮存款利率下调
有利于银行控制负债成本

国有六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
银行完成今年首轮人民币存款挂
牌利率下调。

7 月 29 日，中信银行、光大银
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
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广发银
行、渤海银行、恒丰银行调整人民
币储蓄存款利率。加上 7 月 26 日已
经调整利率的招商银行和平安银
行，至此，全部 12 家全国股份制银
行均完成本轮存款利率下调。

7月25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
储银行更新人民币存款利率，其中，
活期存款下调0.05个百分点，通知、
协定和一年期及以内定期存款利率
下调了0.1个百分点，二年期及以上
定期存款利率下调了0.2个百分点。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是存款利率市场
化调整机制2022年 4月建立以来，主要
银行第五轮集中下调存款利率。此前四轮
下调分别是在 2022 年 9 月和 2023 年 6
月、9月和12月。

本次降息中，国有大行和12家股份
制银行均将活期存款利率下调5个基点
至0.15%，这是2023年6月8日以来活期
存款利率首次调整。

国盛证券银行/非银行金融团队指
出，区别于定期存款需在存量存款到期后
进行重定价，活期存款利率调降有利于减
缓银行息差下行速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可持续性。

同时，相比三个月、半年、一年期整存
整取定存利率下调0.1个百分点，本次降
息长端利率下调幅度更大，两年、三年、五
年期定期存款下调幅度普遍在0.2个百分
点，其中，平安银行将2年期定存利率下
调0.3%。

兴业研究指出，本次下调后，2年期及
以上存款挂牌利率和同期限国债利率之
间的倒挂得到修正；同时，长期限定期存
款利率下调幅度更大，有助于缓解存款定
期化、长期化带来的负债成本压力。

活期存款利率
时隔一年多再下调

结 合 7 月 22 日 贷 款 报 价 利 率
（LPR）下调的影响，多家机构指出，本
轮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可完全对冲LPR
下调对银行息差及营收的拖累。

光大证券银行业团队在研报中测
算指出，本轮存款挂牌利率调降累计可
改善上市银行付息负债成本8.3bp（基
点），提振息差7.5bp。其中，国有行、股
份行付息负债成本累计改善幅度分别
为 8.9bp、7.1bp，对应息差改善幅度
7.9bp、6.5bp。2024 年看，本轮存款降
息可改善上市银行付息负债成本

3.9bp，改善息差3.5bp，提振全年营收
增速1.75%。分银行类型看，国有行、股
份行息差分别可改善3.6bp、3.3bp，对
应提振全年营收增速1.9%、1.4%。

该机构指出，结合本月LPR降息影
响测算，本轮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可完全
对冲LPR下调对银行息差及营收的拖
累。综合存贷两端降息影响看，可改善
上市银行2024年息差2bp，提振全年
营收增速1.1%；其中，国有行息差改善
幅度2.1bp，营收增速提振1.3%左右。

国盛证券银行/非银行金融团队指

出，测算上市银行整体息差提升2bp左
右，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不同，影响幅度
略有差异，对大部分银行而言，LPR调降
的影响基本能被存款利率调降抵消。部
分银行长期限存款占比较高，更受益于
存款利率下调，息差提升幅度更为明显。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
存款降息，有利于银行控制负债成本，推
动包括国债利率在内的广谱利率进一步
下行；同时，“存款搬家”的现象或将强
化，银行理财等低风险资管产品迎来增
量资金，增大债市配置力量。（澎湃）

存款挂牌利率调降可对冲LPR下调

（（CFPCFP 供图供图））

我国企业创新活跃，图为杭州中策钱塘实业有限公司轮胎数字工厂车间，机械
臂在运输轮胎半成品。 （新华）

本报讯“污染地块的开发利用，尤其是
由工业用地转变成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等建设用地，关系民众健康”，生态环境部
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赵世新29日在北京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切实保障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让民众住得安心。

生态环境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深
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和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阶段成效。截
至2024年 6月，全国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
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地下水国控
点位I-IV类水比例达到77.8%。

赵世新表示，生态环境部始终把污染地
块监管当作重点，采取一系列举措有效保障
安全利用。一是防止违规开发。地方负责把
好“两道关”，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未满足要求的土地不得供地出让、
不得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是建立优
先监管地块清单，将近万个地块纳入监管，
督促查明污染。同时重点关注周边存在饮用
水源、居民区等敏感受体的高风险地块，保
障环境安全。三是防范新增污染。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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