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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鼓励民营外资进入高精尖产业

谁也没想到，1992年的科幻小

说《雪崩》，30年后带来中国股市的

一波飞流直上。搞清元宇宙（Meta-

verse）的人不多，不妨碍利用元宇宙

搞钱得心应手。

从游戏，到社交、区块链、

VR/AR，狂热的人终于找到了串联

点，但真的很难判定：推手是元宇

宙，还是投机者？

理论上，元宇宙概念并不复杂：

虚拟世界的联结。

它不能是孤立的虚拟世界，因

为我们在游戏、影视、动漫、文学作

品中已经见过很多，这类源于现实

又超越现实的虚拟社会结构，可以

是先进的，也可以是落后的，但结构

必须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哪怕是以

动植物为主角，本质上还是人类社

会的变形。

之所以升级为元宇宙，联结就

显得更重要。它要求用户体验方式

和参与度的革命性升级。要比看书

看电影的“看”更沉浸，要比打游戏

的摇杆、触屏更互动。因此，元宇宙

的初级阶段在游戏领域最为红火，

得益于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的

陆续落地，能够深处游戏之中变得

越来越容易。

联结的内容（虚拟世界结构）和

方式（参与工具）不断升级，你追我

赶相互促进且缺一不可。内容优秀

但工具简陋，就还是传统影视游戏

的体验；工具完备但内容低劣，就还

是小打小闹谈不上规模。但无论进

度如何，元宇宙永远离不开对现实

世界的拟真和延展，这样它之于用

户才有颠覆性意义。

从以上两个维度，我们的元宇

宙实在太过初级。比如，《头号玩

家》《失控玩家》等电影向外界展示

了元宇宙的理想型。可惜现实社

会的我们，既没有电影中“绿洲”

“自由城”那样世界观庞大的虚拟

世界（游戏），也没有电影主人公在

现实社会和游戏中穿梭自如的精

良设备。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呢？还须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感。

仅仅以游戏为例，元宇宙的落

地尚且异常困难，延展到社交、艺术

等其他领域，元宇宙还会夹杂更为

复杂的经济、哲学、社会学乃至文化

价值观等要素。繁芜丛杂的要素一

旦堆砌，更容易滋生招摇撞骗的可

能性。

不明觉厉，固然饱含用户的期

许，每每成为资本收割的镰刀。这

一幕不是没有先例，依旧红红火火

的区块链就是如此，惠及民众的产

品没看见多少，恍恍惚惚的空气币

倒是一茬又一茬。

元宇宙热情需要沉淀，资本的

热钱需要冷静。就拿A股暴涨的那几

只游戏股来说，无论营收还是利润，

都不及游戏大厂的零头，也就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产品研发的功底。

纵然英雄不问出处，小企业创

新也能一飞冲天，但这是结果导向

的企业战略，不是前置狂欢的股民

赌博。

说到底，元宇宙现阶段投射在

股市上，就是八字还没一撇的圈钱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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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观察

元宇宙？当下只是圈钱宇宙
张绪旺

猪肉降价菜蛋齐飞“金九银十”CPI怎么走

“物流下降，短期价格上升”

对于8月CPI数据，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王静文表示，食品价格由下降0.4%转为上涨

0.8%，是3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上涨。食品

中，猪肉价格环比下降1.4%，较上月收窄0.5

个百分点，已经连续两个月收窄。在国家继续

加大收储力度之后，猪肉价格正在触底。受多

地散发疫情、强降雨及高温天气影响，鲜菜和

鸡蛋价格分别上涨8.6%和8.4%，涨幅比上月

分别扩大7.3个和7.4个百分点，均为2月以来

的最高环比涨幅。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阿姨对菜肉价格

的变动深有体会。她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以前

去市场买五花肉，要24块钱一斤，现在有19

块一斤的，还有15块一斤的。前腿肉和后腿

肉以前是20块左右，现在是15块左右。与此

同时，鸡蛋则从4块钱左右涨到了6块3，蔬菜

基本上也都长了1块5，例如黄瓜从2块钱一

斤涨到了3块5。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猪肉来说，其

价格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下跌，这是猪周期的

影响，目前生猪供给依然在持续增加，国家已

经开启了收储，有望一定程度上缓和猪肉下

跌趋势。因为肉价过低会影响养殖户的积极

性，进而抑制供给。

“鲜果蔬菜等品种价格的上升主要是受

恶劣天气影响，物流效率下降，短期内价格上

升，预计进入9月天气逐步好转，价格会回落。

不过‘金九银十’期间消费会有扩张，因此生

鲜价格不会出现暴跌。”胡麒牧说。

煤炭原油大涨，PPI刷新高

8月，PPI同比上涨9.5%，创2008年9月以来

新高，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解

读称，受煤炭、化工和钢材等产品价格上涨影

响，工业品价格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8月PPI再创同比新高

并不令人意外。主要是受大宗商品持续上涨

影响，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行明显，如

煤炭价格以及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链的

下游行业价格，其背后一方面反映了国内需

求依然较旺，另一方面说明供给约束也未得

到有效缓解。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同比看，主要行

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涨幅在

21.8%-57.1%之间，合计影响PPI上涨约7.9

个百分点，超过总涨幅的八成。其中，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涨幅分别

扩大11.4个、2.7个和1.1个百分点，是同比涨

幅扩大的主要原因。

王静文表示，此前两个月，PPI环比上涨

主要由石油产业和煤炭产业带动，但是8月以

来，国际原油价格下降，导致8月石油和天然

气采选业环比价格由5.9%下降至-1.2%，而

煤炭价格依然坚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环比

上涨6.5%，涨幅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消费趋旺，需坚持保供稳价

“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已至，后续CPI和

PPI将是何走势？王静文表示，决定下一阶段

CPI表现的关键是猪肉价格和基数因素。从猪

肉价格看，历史上猪粮比如果要回到6：1以上
区间，少则14周，多则70周。8月以来，猪粮比

持续位于6：1以下，由于生猪存栏仍处于高
位，临时收储短期内难以扭转猪肉价格下跌趋

势，预计年内猪肉走势仍然偏弱。从基数效应

看，由于去年11月同比增速偏低（-0.5%），预计

今年11月CPI有上冲可能，但由于需求整体下

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物价不存在大幅上涨

基础，预计下半年CPI突破2%的可能性不大。

在王军看来，整体上，终端物价基本保持

平稳，后续随着食品价格企稳反弹以及消费趋

旺，仍会有小幅上涨。同时也再次说明，今年以

来尽管有上游价格的快速上涨，但大宗商品价

格波动对CPI的影响远不如PPI大，还没有完全

转嫁到下游，不会构成对CPI的直接冲击。

王军表示，预计后续工业品价格大概率

仍将在高位徘徊，工业品通胀格局仍在强化

而不是缓解。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再有明

显下行，那么将再次确认今年下半年的非典

型“滞胀”格局，这将对后续货币政策的稳中

偏松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胡麒牧也表示，“预计随着天气情况的好

转，物流效率逐步恢复，CPI没有持续上行的

空间。而PPI由于部分上游原材料一是进口成

本在提高，二是供给缺口依然存在，仍有可能

高位震荡，需要综合施策，扩大供给，平抑大

宗商品价格”。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措施》的出台旨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落实《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

展规划》，保持疏解一般制造业和发展先进制造

业的战略定力，促进产业基础再造提升和产业

链优化升级，推进制造业高端、智能、绿色发展。

例如在鼓励投资高精尖产业方面，要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做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

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等

“北京智造”特色优势产业，抢先布局光电子、前

沿新材料、量子信息等领域未来前沿产业。

此外，《措施》还提到，要建立由市政府

主要领导牵头的高精尖产业重大项目落地

统筹协调机制，负责研究重大产业政策、审

定重大项目方案、协调重大项目落地。由市

产业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北京市高精尖产业

项目库，对全市高精尖产业项目实行集中管

理，为日常跟踪调度和服务提供支撑等。

高精尖产业已成为北京的一张“金名片”。

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北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39.9%，两年平均增长17.1%，增速

继续位列全国第一。而在整个2020年，北京高

精尖产业实现增加值9885.8亿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27.4%，较2018年提高2.3个百分

点。同时培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含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以及智能装备、医药健康、节能环保、人工智能4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我们预期今年高精尖产业发展将取得‘开

门红’，为‘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

好步。”上个月的发布会上，北京市经信局副局

长姜广智便透露，北京将实施“八大工程”，推动

高精尖产业发展。

在这之前，《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

业发展规划》刚刚印发，规划提出，到2025年，

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

达到30%以上，万亿级产业集群数量4-5个，制

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13%左右、力争

15%左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3万亿元，新

增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企业数量达到500个。

其中便已提到北京要实施的“八大工程”，包括

万亿级产业集群培育“五个一”工程、产业“筑

基”工程、创新成果转化“接棒”工程等。

如今，北京又推16项举措，相当于在高精尖

产业发展总目标的引领之下，从融资、资金、空间

等角度为各种具体的工程提供制度、机制方面

的保障，更好护航北京高精尖产业的行稳致远。

试点实施“政府定标准、强服务、严监管，企业

做承诺、守信用、担主责”的新型管理模式。在怀柔

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等区域，对以

出让方式供地的社会投资类仓库和厂房项目（包含

生产线、生产设备投资等产业化内容），在项目核准

和规划许可方面，试行基于“多规合一”协同平台的

告知承诺审批模式。

对市级重大项目，由市产业主管部门按照“一

事一议”的原则，会同市财政部门提出支持方案，明

确资金支持规模、方式等，报市政府审定后实施。优

先采取股权投资、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项目落地，

并结合项目贡献情况对企业给予落地奖励。

■ 试点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 加大市级重大项目支持力度

经过首谈认定且成功引进的符合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的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项目建设主体在

京新增实缴资本不低于50亿元或实际利用外资达

到5亿美元的，由所在区对提供项目引进全程服务

的第三方机构给予单个项目不低于1000万元的奖

励。鼓励各区进一步制定完善本区项目引进的奖

励政策。

■ 对重大项目引进予以奖励 优化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运行机制，加大项

目直投力度，统筹用好产业领域各类政府引导基

金，支持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鼓励针对特定产业

园区定向设立产业子基金。对市级相关领域产业

基金，特别是新设基金，明确投资先进制造业规模

下限和支持落地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要求。鼓励各

类产业基金提供先进制造业项目线索，对实现项

目落地的，经市产业主管部门认定，可根据其贡献

程度将部分投资计为该基金的在京投资。

■ 发挥各类产业基金引导作用

首都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精尖产业打基础。继“八大工程”之后，

北京再推16项举措，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9月9日，《北京市关于促

进高精尖产业投资推进制造业高端智能绿色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包括要鼓

励民营、外资企业及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投资符合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的高精尖产业，做大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医药健康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等。

完善标准明确、达标即享的普惠性支持政策，

通过贷款贴息、达标奖励、保费补贴、融资租赁等

方式，支持企业以疏解提质为目标，开展智能化绿

色化技改升级、智能化绿色化诊断评估和数字化

赋能，提高产业基础水平，建设制造业创新平台，

推广“首台（套）、首试产、首流片、首批次”等创新

产品应用。对在京纳统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一定

标准的企业，按照不超过2%的利率标准给予贷款

贴息，重大项目可全额贴息。各区应建立相应普惠

性产业资金配套支持机制。

■ 加大普惠性产业资金支持力度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受疫情反弹和强降雨天气等影响，8月猪肉价格下降的同时，菜蛋价格上涨，成为拉动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

9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显示，CPI同

比上涨0.8%，较7月回落0.2个百分点，时隔3个月再次跌至1%以下；PPI同比上涨9.5%，涨幅较7月扩大0.5个百分

点，创2008年9月以来新高。消费旺季将至，专家表示，整体来看，终端物价基本保持平稳，预计后续PPI大概率仍

将在高位徘徊，对于大宗商品，后续应该坚持保供稳价政策，提升储备，加大监管，优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