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下，我国体育健身市场有数十倍的上涨空间。据《2022年中国新式健身房

行业研究报告》预估，2026年健身房行业有望达到1082亿元。而从用户来看，2021年，中国

整体健身人口（不止健身房会员）渗透率只有5.37%。同期，美国健身人口占比约30%。

健身房“转场”迎变 D1

临期食品“转场运动”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实际兑付收益达不到业绩比较基准，乃至出现亏损的情况，这两年并不在少

数。有关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银行理财达基率均值为67.4%，这说明有超过三成的银行理财

产品实际收益未达到业绩比较基准甚至亏损。

“理财刺客”推动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迭代 A6

稳增长“理财刺客”

Mate 50对垒iPhone 14
头部厂商激战高端手机市场 C1

金九银十，高端手机市场

迎来新品的密集发布。

北京时间 9 月 8 日凌晨，

苹果公司如期发布外界期待

的 iPhone 14 系列手机、Apple

Watch 8/Apple Watch Ultra 以

及第二代 AirPods Pro 等新品。

而在 9 月 6 日下午，时隔一年

的华为 Mate 50 系列宣布王者

归来。早前的 8 月 26 日，三星

连 发 两 款 折 叠 屏 新 品 ——

Galaxy Z Fold4 和 Galaxy Z

Flip4。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整体下滑的 2022 年，头部厂

商在高端手机市场再次形成

对垒态势，造就了不小的市

场热度。

就当前的全球高端智能手

机市场格局而言，苹果处于领

先，三星次之，随后是华为、

OPPO、vivo 等 厂 商 轮 换 交

替。而就中国的高端智能手

机市场格局而言，苹果依旧是

高端市场王者，在华为高端市

场“缺位”之后，苹果成为了承

接华为中国手机高端市场份

额的最大赢家。如今，华为

Mate 系列在“缺席”一年之后

回归市场，能否在高端手机市

场收复失地？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

到，华为 Mate 50 系列覆盖从

3999元到12999元价格区间；苹

果iPhone14系列覆盖从5999元

到 13499 元的价格区间；三星

Galaxy Z Flip4 起售价 7499 元、

Galaxy Z Fold4 起 售 价 12999

元。几款新品在4000元以上高

端手机市场形成对垒态势。

当然，几款高端新品都各

有创新点和特色，比如华为提

前预热，苹果亦不甘落后前后

脚推出了带有卫星通信功能的

手机产品；同时，iPhone 14 系

列放弃多年来沿用的“刘海屏”

变成用户可以自主设置的“灵

动岛”，亦引发业内关注；三星

则基于自身屏幕优势推出两款

折叠屏新机，欲进一步抢占折

叠屏市场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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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花好科研经费方能激发创新活力
日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

部、财政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科

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2.8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14.6%，增速比上年加快4.4个百

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

生产总值之比）为2.44%，比上年提

高0.03个百分点。其中，与科研高

度相关的基础研究经费比上年增

长 23.9% ，占 R&D 经 费 比 重 为

6.50%，比上年提升0.49个百分点。

近年来，中国面临新冠肺炎疫

情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考验，未

来社会经济发展之路如何走，这份

公报显然给出了明确答案：中国加

大自主创新力度、提升经济发展质

量的决心不减反增，全社会科研投

入再创新高。围绕关系到国家科

技和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所在，

无论是重大科技前沿攻关项目，还

是新能源、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

网等逐步应用于众多市场领域的

新兴技术，政府和企业都抱有长期

主义，不断扩大对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范围。尤其是针对某些“卡脖

子”领域，通过政策引导、专项资金

以及市场激励，正在形成专业人才

与科研资金的双向增量，这也体现

出我国科研经费投入朝着更符合

市场发展规律、更能发挥创新引领

作用的方向迈进。

当然，全社会科研投入的增

加，也给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新的发

展命题，就是如何用好花好科研经

费。这首先体现在科研经费的配

置机制更加科学化、更能符合科技

研发规律上。

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虽然

我国总体科研投入不断提升，但科

研经费投入结构仍有不合理之处，

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基础研

究是指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

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

研究活动。加强基础研究是提高

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跻身世界科技

强国的必要条件。然而，基础研究

周期长、投入大，之前某些管理机

制存在不够合理之处，这导致了部

分研究机构及企业在此方面投入

不足。

对以专项拨款为主的研究机

构而言，需要加快基础研究经费管

理体制改革。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以来，仅中央、国务院层面印发

的针对或涉及财政资助科研项目

经费管理改革文件就有四份，最近

一份是2021年《关于改革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涉及预算编制简化、间接经费比例

等25个方面，其改革方向就是要从

传统的项目考核制转为更符合科

研规律、更能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

新型管理模式。

当然，科研经费配置体制改革

不可能一蹴而就，“路”还很长，要

继续朝着加大经费管理和绩效考

核的合理性，打造科研人员不论年

龄资历、唯才是用、专注科研的良

好氛围，放手给更多有才华和梦想

的年轻人以用武之地的改革方向

前进。同时在薪酬、奖金、职称等

配套举措上不断完善，让大胆创

新、勇于付出的科研人员获得应有

的精神和物质回报，从而形成人、

财、物资源配置边界清晰、责权对

等的新发展模式。

其次，对企业而言，则要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鼓励企业增加基础

研究投入，同时辅之以更多激励手

段，对企业科研投入加大税费减免

等优惠力度，还要发挥地方各类种

子基金、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的作

用，对具有重大影响与广阔发展前

景的科研项目予以重点支持，为企

业提供急需资金。

而针对科技研发与应用相结

合、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研发

组织建设，则关系到科研经费的市

场产出最大化。近年来，由龙头企

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

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探索不

断，如华为已与300多家高校合作

建立了169个创新实验室，腾讯近

期与深圳大学签署全新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围绕科研合作、人才

培养等方面，打造校企合作与融合

发展的典范。其中，在人才培养方

面，战略协议宣布将双方共建的人

工智能特色班（腾班），从本科招生

扩展至硕士、博士。

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加强科

学研究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高校

科研人才机制与市场发展趋势的

对接，还能让高校、研究机构建立

“市场一线的实验室”，推进校企双

方的协同创新，取得更多符合市场

新兴产业所需的成果，提升市场转

化率，进而构建让科技与市场更高

效对接，创新成果为全社会、全产

业共享的新型产教研发展模式。

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要素。科研经费作为科

技发展的关键资源之一，在大幅增

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更加行之有

效的配置和使用机制，持续激发政

府、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等参与

各方的机制创新能力，将为我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强

有力的支撑。

国常会部署加快扩大有效需求 基建稳增长再加码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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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金融机构选择在近期举办的2022年服贸会金融展这一窗口，披露试点数字人民币

业务的最新业务进展。相较此前一年，机构数字人民币业务新客户拓展持续发力，并在

生态建设、场景拓新、技术跃升上出现密集突破。

智能合约突进前夜 B1

智能合约

在2015年之后，伴随电商时代的到来，家电消费的主场发生变更，从线下到线上，京东、天猫、

拼多多，乃至抖音都开始分羹家电零售市场，国美和苏宁开始腹背受敌。《2021年中国家电市

场报告》显示，京东以32.5%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第二位的苏宁易购为16.3%；天猫为

14.8%，位列第三；国美电器仅为5%，位列第四。

国美苏宁：穿越“轮回” D4

家电产业骤变

“造星者”肖应廷 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