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银行现有的跨境支付、外贸收付款系统主要服务大型外贸企业，更

适合交易额度高、交易频率低的大单业务，由于中小微外贸企业的业务往往交易额度小、交易频率

高、碎片化等特征明显，因此存在匹配难度大、交易成本高、信息不透明等问题，造成外汇业务供需

不匹配的现象。

帮助企业外汇避险 外管局强化金融服务能力 B1

外汇避险

“北大满哥”这则控诉自己情怀被资本无情利用的短视频，获得40多万的点赞量，在抖音热

榜持续一天，在快手播放量高达2250万。5月25日凌晨，他发布声明称，奥迪公司、广告公

司负责人已向其当面道歉，态度非常诚恳，目前三方已经达成协议，他已对小满作品文案进

行了免费授权。文案抄袭风波似乎告一段落，但5月26日，《人生小满》的广告海报，又被版

权方指出涉嫌不正当使用，网友笑称奥迪广告事件已成抄袭连续剧。

“满哥”的愤怒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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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再出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

新活动需要不断加大科技研发经

费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因

此，科技投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

技创新水平、能力的重要指标。世

界主要经济体都非常重视科技投

入，从投入来源看，各国科技研发经

费的第一大来源都是企业，日本来

自企业的经费占到近80%，相对比

较高，英国企业经费占比也超过了

50%，相对而言低一些；政府是研发

经费的第二大来源，法国的比重最

高，超过了30%，日本的比重较低，

只有15%左右。企业逐渐成为科技

投入的主角，但政府对科研活动支

持依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研发经费投入实现较快增

长。“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

经费支出平均增速保持在两位数，

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达到2.79万亿元。政府科技投入力

度在不断加大，去年全国财政科学

技术支出达到9700亿元，相当于全

社会研发经费的三分之一，如何有

效运用政府科研资金，提高科研投

入产出效率，是科技创新面临的重

要课题。

为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针

对科研经费中经常被诟病的预算、

使用、报销所存在的问题，国家推出

了重大改革举措，尤其是去年出台

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

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在提高间接经

费比例、提取奖励经费、结余资金使

用、下放调剂权限、报销数字化等方

面明确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给科研

经费松绑，为科研人员减负。推行

近一年来，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激

发了社会创新活力。

目前，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正在

逐步理顺，但一些新老问题也逐渐

显现，需要引起重视、加以解决。一

是经费来源还是以项目制为主，即

使是基础研究类科研院所，经费的

70%都是来源于竞争性项目，由于项

目制具有阶段性、分散性、短期性的

特点，对科研的长期稳定支持还不

足；二是青年科研人员经费保障不

够，科研经费覆盖人群主要是知名

院校和大院大所的知名专家，“以帽

取人”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科研人

员承担的项目过多，而大量的青年

科研人员没有独立承担或主持项

目，不利于科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

新活动；三是科技成果评级机制还

不健全，对科研机构的考核仍然以

论文、获奖等作为主要指标进行考

核，存在重申请、轻结果的现象。这

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影响改

革的效果，从而影响科技创新。

科研活动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

一方面，科研活动尤其是基础研究具

有探索性，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在

研究过程中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技

术路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失败率也较高，这就要求必须有长期

的稳定的科研经费安排，并且不宜对

研究的方向做过多限制。另一方面，

科研活动是人的创新活动，最重要的

要素是智力，这是科研经费很大一部

分分配给科研人员的原因，科研经费

使用必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应当适应

科研活动的特点，加快相关领域的配

套改革，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与其

他改革协同，系统构建支持科技创新

的体制机制。

积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

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鼓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投入，强化国有企业尤其是

央企在科研经费投入中的地位。

中央财政着重支持全局性、基础性

的科研，加大对重大科研平台、重大

科技项目的投入。地方财政应该

侧重技术开发和转化应用，对科技

支持体系进行重新设置，加大科技

方面资金整合力度，集中力量支持

重点科研计划。加大金融对科研

的投入，发挥种子基金、创投基金、

产业基金的作用，深度参与科研活

动支持和科技成果转化。

强化科研单位在科技创新中

的作用。改革给科研人员松了绑，

但也增加了科研单位的责任，尤其

是科研经费的“放管服”，都要依托

科研单位来实施落地，必须进一步

强化科研单位的主体责任，发挥科

研单位在科研活动具体组织上的

功能。应当明确科研院所作为人、

财、物资源配置的责任主体，压实科

研院所负责人的责任。完善科研

院所运行机制，提高学术委员会等

机构在决策中的话语权，促进科研

单位在结余资金统筹、科研人员薪

酬奖励、科研绩效管理等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

以人为本建立激励机制。目

前，包干制在自然科学类的基础研

究类项目进行试点，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可以适当扩大包干制的范围，

在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逐步全面

推行包干制，还可以选择一些管理

规范、评估优秀的大型科研机构开

展经费包干制试点。探索建立负

面清单制度，明确界定科研项目经

费使用禁止性行为，对尽职无过错

的科研人员免予问责，创造包容、宽

容的创新环境。

加快建立科研诚信机制。科

研经费管理改革是以信任为前提

的放权，松绑是为了让科研人员按

照科研规律和科研项目的需要来

花钱，但绝不是放手不管、不讲规

矩。必须约定科研诚信义务和违

约责任追究，加强失信行为调查与

惩戒，将失信单位与人员纳入失信

记录，对纳入“黑名单”的科研人员，

一定时限内禁止申请科研项目。

加强项目负责人的责任，由项目负

责人统筹项目计划、项目实施、资金

分配，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真实性

负责，确保科研经费的合规使用。

专项债支持范围扩大 新基建助力“经济底”修复

全面复苏可期上海汽车产业复工复产“满月考”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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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粽子焕新：传统节日碰撞“新物种”

随着我国传统节日

端午节的临近，粽子等传

统节令食品也已进入消

费高峰。《中国经营报》记

者注意到，近期，“螺蛳粉

粽子”“鲱鱼馅粽子”“花

椒味粽子”等引爆社交平

台，京东超市推出了“黑

松露味”“榴莲味”等多个

口味，星巴克推出“大溪

地 香 草 冷 萃 风 味 星 冰

粽”“竹影柠香星冰粽”

等，各种口味层出不穷。

实际上，根据上述口

味可以看到，不管是“螺

蛳粉”还是“黑松露”抑或

是“香草冷萃”，都是年轻

人喜好的口味。对此，有

专家分析认为，在疫情影

响下，各个新口味的粽子

产品，或许能够刺激消费

者的购买欲。

另一方面，在疫情影

响下，通过电商平台、社交

平台进行营销和销售，成

为了消费链条上各方都热

衷的方式，在这背后，则

是相关企业重塑链条，进

行“货找人”的底层逻辑。

在品牌、平台和消费

者“三头热”的情况下，从

业者对粽子市场也表达

出乐观态度。思念食品

方面告诉记者，预估今年

粽子市场也能迎来乐观

的增长。

这并不是腾讯应用宝第一次对vivo发起诉讼。中国裁判文书网资料显示，早在2017年，江苏

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腾讯应用宝起诉vivo相关公司做出了民事诉讼保全裁定书，并认

定用户下载“应用宝”软件和通过“应用宝”软件下载应用的过程中，vivo手机实施的反复弹窗

提示、设置跳转到“vivo应用商店”链接按钮等行为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应用商店市场竞争已近白热化 C1

腾讯诉vivo

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数据，2019年全球胶原蛋白市场规模为153.5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30亿元），其中中国胶原蛋白市场规模为9.8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占全球市场的

6.4%；预计2027年全球胶原蛋白市场规模达到226.2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20亿元），中国胶原

蛋白市场规模将达到15.7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亿元）。

胶原蛋白或成医美赛道新风口 B13

胶原蛋白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