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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
贸易峰会上提出“我们将继续支持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
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设立北京证券
交易所，成为今年服贸会上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

短短几天，北京证券交易所的
“施工图”全面铺开——9月3日，证
监会就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融资、持
续监管、交易所治理等办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明确基础制度体系；9
月 5 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就上市规
则、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3件规
则公开征求意见，构建基本制度框
架；9月10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二
批3件业务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包括
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审核规
则，树立试点注册制、履行审核职责
的基本规则依据；9月17日，北京证
券交易所发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确定了投资者门槛……

为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
阵地”，北京证券交易所将如何形成
差异化制度安排、与沪深交易所实现
错位发展，蹚出一条资本市场支持中
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普惠金融之路？
记者采访了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专
家和企业。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
的金阳大厦，连日来格外繁忙。这里
是全国股转公司的所在地。这些
天，新的业务正在这里展开：分批
出台新规则、开展交易平台压力测
试、上线官方网站……一系列有条
不紊的准备工作都显示，北京证券
交易所来了！

“往日熟悉的这条街、这栋楼面
貌一新了！”金融街迎来了北京证券
交易所这个新“居民”，北京优炫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继良很兴奋，

“本来准备申报精选层挂牌，现在我
们可以直接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了。”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即将首批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在董事长王榕看来，包容性是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重要特征。“上市
门槛与目前精选层挂牌条件保持一
致，新三板公司上市的市值、财务指
标等 4 套标准满足其一即可申请公
开发行并上市，最低市值门槛是2亿
元，有利于拉动激励新三板基础层、
创新层企业积极成长。”王榕说，与同
样服务于创新企业的科创板和创业
板相比，北京证券交易所向“更早、更
小、更新”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敞开了
怀抱。

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批上市公司
来源于现有新三板精选层公司，新增
上市公司将来源于在新三板挂牌满
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全国股转公
司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目前，新三
板共有 7292 家公司，其中基础层
5977 家，创新层 1249 家，精选层 66
家，精选层的挂牌公司适用4套标准
的都有，显示出这套指标较好的适应
性，“而且目前创新层、基础层符合4
套财务条件之一的公司数量充足，北
京证券交易所后备上市企业储备充
分。”体现包容性的同时，各项规则也
凸显出监管要求更弹性、交易规则更
灵活、再融资更快速等服务创新型中
小企业的精准性。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有了沪深交
易所，还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实际上，放眼整个资本市场，答
案十分清晰：北京证券交易所定位于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与沪深交易所

实现错位发展。
一方面，与新三板形成一体发

展、协同联动态势。北京证券交易所
承接在新三板创新层、基础层发展壮
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加高效
的公开市场融资交易服务，对创新
层、基础层形成示范引领和“反哺”功
能，激发新三板整体市场活力，同时，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公司符合新
三板基础层或创新层条件的，鼓励进
入相应层级挂牌交易，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与沪深交易所形成错
位发展、互联互通的格局。牢牢坚持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之
外，北京证券交易所坚持向沪深交易
所的转板机制，在这里培育成熟的上
市公司也可以选择到沪深交易所继
续发展。

“北京证券交易所补上了关键一
环，既促进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的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又
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强化了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清华大学五道
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北京证
券交易所为创新型企业贯通了“创投
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区域性股权
市场—新三板和交易所市场”的全链
条服务体系，将极大地带动提升创新
投资力度，加速科技、资本、实体经济
的良性循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对证券服务机构来说，北京证券
交易所的设立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曾参与新三板改革的清华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娴表示：“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需要的中
介服务会与之前有些不一样，证券服
务机构要练好内功，抓住市场机遇。”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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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推动
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和科研攻关的
持续推进。近些年来，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与交通运输行
业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在基
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等方
面不断突破，为建设交通强国注入
强大动能。

自助办理登机牌仅需30秒，自助
办理行李托运仅需90秒，智慧安检系
统提高旅客过检效率 30%左右……
作为中国民航首批 18 个“智慧型机
场”示范项目之一，青岛胶东国际机
场中多种全流程自助设备为旅客带
来便捷、高效的出行。“从值机到登
机，自助和刷脸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问
题。” 不少旅客由衷地感慨。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
点带面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的重要抓手。交通运输部印
发的《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主线，以促进交通运输提
效能、扩功能、增动能为导向，推动交
通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建设
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

先进、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领域新
型基础设施。

上海建成全球综合自动化程度
最高的洋山港四期码头，浙江杭州
借助算法自动控制火车站内汽车排
队模式……近年来，多地交通基础
设施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频现亮
点。不少曾经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
到的景象，正一步步具象为人们生
活中的熟悉场景。

拿起手机，点开高德地图 App，
呼叫出租车，这已经是不少人逛街
游玩、旅游出行的新模式。在北京、
深圳、天津等数十座城市，基于高德
打车数字化升级解决方案而进行的
巡网融合项目已经落地，在满足人
们出行需求的同时，也降低了空驶
率，增加了司机收入。高德地图副
总裁王桂馨表示，将用好技术、运
营、服务能力，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
优质、便捷、科技的出行服务，让出
租车企业、司机切实感受到“数字化

红利”。
铁路作为我国重要的运输方

式，搭上科技快车，跑出“中国
速度”。

2019年12月30日，世界首条智
能高铁——京张高铁的首发车从北
京北站缓缓驶出。这个“大家伙”采
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即便时速350
公里风驰电掣，也能实现自动驾
驶。除此之外，到点自动开车、区间
自动运行、到站自动停车、停车自动
开门等功能也让京张高铁创造多个
智能化之最。

“驾驶室里依然有司机，只是司
机职能变了。”铁科院机车车辆研究
所研究员张波介绍，以往高铁司机
主要精力在驾驶上，而在智能高铁
上，司机的精力则侧重于故障应急
处置。这样不仅能大幅降低司机的
劳动强度，而且通过列车运行数据
收集与测算，还能提高列车的节能
指标和运行舒适度。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交通强国
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2019年，我国取消省界收费站，
大力推进 ETC 使用，但由于技术不
完善，收费相关的争议不断。2020
年，湖南高速、华为、拓维信息联合
推出了“AI 收费稽核创新方案”，通
过 AI 大数据分析，实现车辆路径还
原、以图搜图、车辆异常分析、数
据挖掘等服务，快速识别偷逃费行
为，并形成完整的偷逃费证据链。
同时还能精准识别车辆特点，实时
获取车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上传
云端。通过数据汇集、计算，完成
了收费的网上闭环，精准打击偷逃
费行为。

人工智能车牌识别提高停车场
管理效率、利用算法智能决定交通
灯转换时间、电子地图全方位自动
化作业让定位更精准……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使人们的工作
和出行都更为方便，也为数字交通、
智能交通提供科技赋能，助推交通
运输行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为交通行业的进步注
入了力量和动能，不断引领交通运
输行业高质量发展，为行业发展提
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5G、大数据、人工智能……

看看现代交通的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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