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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企500強 414家關鍵技術自主研發
432家自籌資金完成科技成果轉化 騰訊研發投入614億元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山東濟南報道）全國工商聯12日在山東濟南發布「2023

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和《2023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以下簡稱

「報告」）。相關報告調研對象為2022年度營業收入總額在五億元人民幣（含）以上的

私營企業、民營經濟成分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報告，民營企業

500強中，超八成企業關鍵技術倚靠自主研發，研發人員佔員工總數超過3%的企業326

家，超過10%的企業175家。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超過3%的企業86家，超過10%的企業

8家。騰訊控股有限公司以614.01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研發投入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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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近期西方
國家唱衰中國經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2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中國經濟沒有崩
潰，反倒是「中國崩潰論」屢屢崩潰。
有記者提問，近來，不少西方國家唱衰中國

經濟。比如美國總統拜登稱，中國面臨經濟困
難，既受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影響，也與中方的

經濟政策有關。澳大利亞財長稱，中國經濟增
速顯著放緩，對澳構成衝擊。美國副財長阿德
耶莫稱，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將主要波及亞洲鄰
國。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毛寧指出，似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各

種各樣的「中國崩潰論」。事實是，中國經濟
沒有崩潰，反倒是「中國崩潰論」屢屢崩潰。

毛寧說，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外
部環境嚴峻複雜。但是中國經濟持續復甦、總
體回升向好。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同比增長 5.5％，明顯快於去年的
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將
增長5.2％，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三分
之一，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

力。
「我想強調的是，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

大、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我
們有信心、有能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毛寧表示，中國將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與世
界各國加強互利合作，分享發展紅利，中國的
發展將為亞洲鄰國和世界帶來更多機遇。

外交部：中國經濟沒有崩潰 倒是「中國崩潰論」屢屢崩潰

京東營收10462.36億元連兩年居榜首
據介紹，今年是全國工商聯連續組織開展的第
25次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共有8,961家年營業
收入五億元以上的企業參加。民營企業500強入
圍門檻達275.78億元，京東集團以10,462.36億元
的營業收入連續兩年位居民營企業500強榜首、
連續三年位居服務業民營企業100強榜首；恒力
集團有限公司連續兩年位居製造業民營企業500
強首位。

美的小米格力有效專利數排名前三
據報告統計數據，民營企業500強中，414家企

業的關鍵技術主要來源於自主開發與研製，432家
企業通過自籌資金完成科技成果轉化。實際填報
的500強企業中，超九成企業在戰略、管理、人才
層面已實施或計劃實施數字化轉型工作，近九成
的企業採取多種措施實施綠色低碳發展。
報告提到，2022年民企500強的國內有效專利
數量增長8.42%，有效專利數量排名前三的500
強企業分別為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小米通訊
技術有限公司、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上

述三家公司2022年的有效專利和發明專利數量增
長均很迅速。其中，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有效專利數量為110,674項，相比2021年增長
9.58%。受國內外多重超預期因素衝擊，2022年
民營企業 500 強有效專利數量較上年減少
3.86%，國際有效專利降幅較大，從2021年的
134,567項降至68,144項，降幅49.39%。

受訪民企冀政府提供新產品對接平台
在科技成果轉化資金來源方面，500強企業中

96.43%的填報企業資金來源於自籌資金，政策性
資金、銀行貸款的企業數量分別為118家、112
家，佔填報企業比例分為26.34%、25.00%。超
兩百家受調查民企表示，制約民營企業500強科
技創新的主要外部因素仍是技術成果產業化困
難、外部市場不確定性大，希望政府提供新產品
新技術對接平台、應用試點。
2022年，實際填報的500強企業中，企業自身
及其下屬企業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中
小企業、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省級
專精特新企業的數量分別為2,342家、798家、
129家、498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9月12日，廣東省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深圳園區建設新聞發布會於深圳市福
田區深港國際科技園舉行。會上，廣東省
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
朱偉表示，廣東省將支持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做強做優做大「平台」
和「通道」功能，通過進一步建立健全區
域聯動機制，力爭在更大範圍、更寬領
域、更高層次配置資源、深化改革、擴大
開放，讓河套更加充分釋放重大戰略平台
的集聚效應、傳導效應和輻射帶動效應，
重點是建立健全「三個聯動」。

「三個聯動」推動科創發展
朱偉介紹「三個聯動」分別為：聯動深
圳光明科學城，着力打造大灣區原始創新
策源地；聯動合作區香港園區，着力打造
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新標杆；聯動科創
走廊沿線節點，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廣東省將深化與廣深
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廊沿線節點創新載體
的全方位、全鏈條合作，進一步完善區域協
同創新體系，推動科研要素便捷高效流動，
提升全球一流科創資源配置能力。有效融合

香港原始創新和珠三角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優
勢，深化與松山湖科學城、南沙科學城、西
麗湖國際科教城以及香港新田科技城等重大
創新載體對接合作，加強與橫琴、前海、南
沙等重大合作平台的互學互鑒和聯動發展。

集聚資源推動規劃落實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大灣區內唯一
一個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重大合作平台，廣
東省科技廳副廳長吳世文表示，科技廳成立
了粵港科技創新合作專責小組，推動科創資
源不斷集聚以及創新要素流動共享。
未來，廣東省科技廳將在國家支持下，加
強省市區聯動和部門協同，在整體布局中加
大對河套的支持力度，推動合作區發展規劃
落地落實：一是強化科研攻關。聯合開展
「有組織科研」，加強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
技術攻關，將合作區打造成為重要原始創新
策源地。二是打造一流科研環境。廣東省將
持續推動科研資金、儀器設備、數據資源等
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和開放共享，營造更加國
際化的科技創新生態。三是凝聚一流國際人
才。廣東省將面向全球吸引高水平人才和團
隊落地合作區，將合作區打造成為國際科技
創新人才的嚮往地。

畢馬威亞太區及中國主席陶匡淳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從「2023中國

民營企業 500 強」榜單和《2023 中國

民營企業 500 強調研分析報告》（以

下簡稱「報告」）中可以看到，民營企業500強門

檻進一步提高，「說明民企科技創新和品牌培育進

一步增強。在國際形勢風高浪急，世界經濟回暖乏

力的情況下，有這樣一份成績單是十分不易的，也

再次展現了中國經濟強大的發展韌性和活力。」

報告指出，民營企業500強中，參與長三角一體

化發展的企業數量最多，為167家，佔參與區域協

調發展戰略500強企業的47.18%；參與長江經濟帶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西部

大開發的企業數量分別為147家、115家、113家、

109家，分別佔參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500強企業的

41.53%、32.69%、31.92%、30.79%。

陶匡淳說，500強中有115家企業參與灣區建設，

說明大灣區的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對民企的吸引力在

逐步加大，「民企落戶灣區，促進灣區發展的同時，

民企本身也成為灣區發展的名片，為國家民營經濟發

展壯大、持續優化發展環境貢獻灣區力量。」

南京農業大學規劃院上海分院院長孫文華指出，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民企

在灣區更容易獲得貿易方面的便利，「115家500強

民企參與灣區建設，說明他們對大灣區發展的認可

程度比較高，大灣區的發展前景給民營企業很多信

心。」孫文華說，灣區的發展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的

眾多機遇對企業有巨大吸引力，這也是企業積極參

與灣區建設的重要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21年7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
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提
出「雙減」，即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
外培訓負擔。教育部為此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雙
減」改革實施兩年來，校外培訓治理取得階段性成效，但
擅自舉辦校外培訓機構、隱形變異開展校外培訓等問題仍
然存在，個別機構「捲款跑路」問題仍零星發生。對此，
教育部12日發布《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以下簡
稱《辦法》），對違法情形、處罰實施機關、處罰程序進
行明確。中小學在職教師參與學科類校外培訓、實施校外
培訓違法行為被處理後兩年內再次實施校外培訓違法行為
等七類情形將被從重處罰。

下月15日起實施
據悉，《辦法》將於10月15日起正式實施。規定適用

對象為面向社會招收三周歲以上學齡前兒童、中小學生，
違法開展校外培訓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根據規定，對於通過即時通訊、網絡會議、直播平台等

方式有償開展校外培訓；利用居民樓、酒店、咖啡廳等場
所有償組織開展「一對一」「一對多」等校外培訓；以諮
詢、文化傳播、素質拓展、競賽、思維訓練、家政服務、
家庭教育指導、住家教師、眾籌私教、遊學、研學、冬夏
令營、託管等名義有償開展校外培訓等三類情形，均將由
所在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訓主管部門會同其他有關
部門責令改正，退還所收費用，予以警告或通報批評；情
節嚴重的，處五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罰款；情節特

別嚴重的，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為「退費難」等問題劃定處罰標準
《辦法》亦為「退費難」「捲款跑路」等問題劃定了處

罰標準。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此
前，有關部門已明確規定校外培訓機構不得收取超過三個
月或60個課時的費用，學科類培訓收取費用不得超過政府
指導價限額標準，非學科類培訓一次性收費不得超過
5,000元。《辦法》規定，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管理違反
法律法規和國務院相關部門有關規定的，責令限期改正，
並予以警告；有違法所得的，退還所收費用後沒收違法所
得；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招收學員、吊銷許可證件。北
京的小學生家長高女士表示，「如果培訓費能按月交費就
更好了。」

專家：有效彌補行政處罰程序性不足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申素平表示，《辦法》進一

步通過規章立法形式對行政處罰程序和執行予以規範，以
期有效彌補以往校外培訓行政處罰的程序性不足。
申素平提到，今次立法規範處罰程序，為校外培訓治理
提供「法治護航」。《辦法》在處罰程序規定方面的亮點
包括：首次通過立法明確校外培訓行政處罰立案標準和撤
銷立案情形；明確調查取證要求，規範在調查過程中可行
使的職權；明確告知和聽證流程，保障行政相對人陳述、
申辯權利；明確責令改正環節，要求將責令當事人限期改
正作為必要流程；明確法制審核要求，情節複雜或者重大
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應當經過法制審核。

廣東健全區域聯動機制 釋放河套區帶動效應 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發布 鞏固「雙減」成效

115企業參與灣區建設 證灣區機遇多引力大

◆ 美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有效專利數量為110,674項，相比2021年增長9.58%。圖為工人在美的
家用空調廣州工廠的生產車間巡視。 網上圖片

◆「2023中
國民營企業
500 強」發
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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