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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个融资项目透视北京经济下半年线路图

《反垄断法》今起实施 力拓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熟悉的暑期档回来了，带着熟悉

的“腾味”。

“神马组合”沈腾与马丽时隔

七年再度合作，《独行月球》点映及

预售票房破1亿元，上映首日票房

破4亿元。

上一次出现这样热门的作品，还

是在上一次。人类继2019年“流浪地

球”之后，2022年又“流浪月球”了。不

同的是，这次流浪不悲壮、不紧张，反

而充满了搞笑和浪漫。

科幻与喜剧，向来“不合”。有人

认为科幻严肃要紧，而喜剧要放下一

切包袱。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

开心麻花只能驾轻就熟。

把喜剧坐实，把科幻避开。影片

构建了科幻场景，却没有建构严谨的

科幻故事。月盾基地的全景，CG数码

制作的袋鼠，充满科技感的机器操

作，细腻的月面土地，这些为科幻创

设了逼真的氛围，而后再去讲述以此

为背景的喜剧。

从《流浪地球》开始，关于什么是

科幻电影、电影工业的讨论就没有停

止过。科幻外壳，喜剧核心的《独行月

球》也不例外。

对国内科幻电影的呼声与期待，

常常出于爱之深，恨之切。那些吵得

不可开交的，往往是对国产科幻电影

抱有更高期待的一群人。

科幻的难处，往往在于构建出一

个与人类社会不同的世界，还要把这

个源于想象的产物通过一两个小时

时长的电影表现出来。

几年前，《星际穿越》上映，成为

一个“现象级”的科幻电影，虽然故事

与情节并不算新鲜，却对于科学理论

实现了尽量忠实的视觉体现。

上世纪70年代起，以乔治·卢卡

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等人为代表，

一批高质量的科幻电影开启了新好

莱坞的技术革命。

越来越精细的实体特效，CG技

术和3D技术，拓宽了人类对于科幻

电影想象力所能到达的边界。无论

是《阿凡达》《星球大战》，都拥有至

今不会过时的技术与堪称饱满的科

幻内核。

好莱坞知名编剧米利厄斯曾说：

“《星球大战》把孩子们从过去反正统

文化的风气中带离出来，让他们重新

对美国的科技感兴趣。”

回到中国，无论是《流浪地球》，

还是眼前的《独行月球》，亦或是未来

要走上大银幕的《三体》，实际上拉近

了一代人与科技的距离，让他们彼此

走得更近，互相吸引。

观众们无限向往影片中炫酷的

黑科技，星际战舰、质子、冬眠系统、

引力波、虫洞让影迷们着魔不已。

科技无限向上，人性始终以真善

为美，科幻作品表达了人类对未来

的希望，也反复诉说着浪漫而深沉

的忧虑。

这么看来，《独行月球》是不是科

幻片不重要，一对中年CP谁还嗑得

动也不用太在意。重要的是，这个夏

天虽然热得离谱，但有暌违的暑期

档，有结伴一探究竟的人，和我们期

待已久的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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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月球，在一个不孤独的夏天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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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相向而行

新修改的《反垄断法》总则第9条规定，“经

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

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晓晔表示，这个

条款可适用于反垄断各个领域，例如算法共

谋、“二选一”以及资本的无序扩张。在第22条

专门针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强调，

“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

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对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进行规制，

其实也是基于现实需要。6月8日，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1）》指出，2021年全年查处各类垄断案件

175件，罚没金额235.92亿元。其中，来自互联

网行业的各类垄断案件占2021年反垄断案件

总数的比例高达74%，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罚没

金额占比则达到92%。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我国平台经济也进入

发展的换挡提速期。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

认为，平台经济在不断创新便民服务的同时，

也存在利用技术和市场优势实施“大数据杀

熟”等垄断行为，普通民众在享受高效便捷服

务的同时，私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弱。新修改

的《反垄断法》能惠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健康发展。

剑指头部企业“二选一”

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案件中，“二选一”垄

断行为成为执法重点。2021年4月10日，市场

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其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没有正当理

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对其处以182.28亿元

的高额罚款。

“《反垄断法》保护竞争，但不是保护竞争

者。如果竞争者退出市场不是因为产品的高

价、低质或者劣质的售后服务，而是因为大平

台强制实施的‘二选一’减少了其用户的数量，

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竞争。”王晓晔说。

事实上，对于“二选一”行为，早已在《电子

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有相应的条

款进行规制。对此，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执行合伙人、知识产权业务委员会主任李洪江

表示，“‘二选一’案件可以被认为促进了反垄

断法对于数字经济领域的重视，且为行政执法

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崔彦彦则认为，

“二选一”限制了商家入驻电商平台的选择权，

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本次修订《反垄断

法》，明确禁止了平台的这种行为，优化市场竞

争，保护了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中小企业生存拓空间

反垄断监管的深入也推动了企业自查。7

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

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包括阿里巴

巴、腾讯、B站等企业受到行政处罚。事实上，破

除头部企业的强制“二选一”行为，是为腰部、

尾部企业争取生存空间。

崔彦彦认为，腰部、尾部企业往往处于弱

势状态，新修改的《反垄断法》禁止具有竞争优

势的平台等利用算法、技术、资本等实施垄断

行为，会为腰部、尾部企业争取、扩大生存空

间，优化竞争形态，增加公平性。我国《反垄断

法》一直以破除托拉斯等垄断行为为目标，对

中小企业进行保护。但是资本的本源是逐利

的，因此在真正的市场竞争当中，一定会衍生

出垄断行为，此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来进行调节。

“未来国家应当会针对数字经济及其周边

的法律关系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才能更有效

地保护腰部、尾部企业的切实权利，防止资本

和优势的过度集中。”崔彦彦说。

李洪江则认为，新修改的《反垄断法》使行

政执法部门对经营者集中的全过程拥有更大

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对腰部、尾部尤其是可能

面临“扼杀性”并购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保

护，减少了中小企业交易成本，有效保障中小

企业生存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袁泽睿

7月3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北京市发改委同市金融

监管局、人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已召开重点项目融资对接会。会上

发布了116个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2127亿元，融资需求685亿元。这是

继上半年北京发布110个重点融资需求项目后再次推出的一批融资对接项

目。专家分析称，透过此次发布的融资项目，不难看出北京在下半年投资的

力度、广度和整体投资效率、速度正在不断提质，这也反映出北京经济围绕

“五子”联动正在加速谋篇。

116个项目融资“上线”

本次公布的116个项目中，包括中关村

（京西）人工智能科技园一期等科技创新及高

精尖产业项目60个，北京嘉会国际化医院、北

苑家园中心、国子监街区平房直管公房申请

式退租及恢复性修建一期等民生改善项目38

个，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广渠路东延热

力管线工程、丽泽城市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

等基础设施项目18个。

同时，对接会还同步推出15个亿元以上

处于规划谋划阶段的重大投资储备项目，融

资需求152亿元，引导金融机构提前参与项

目投融资模式研究，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转化

落地。

此外，本次融资对接会上，东城、朝阳、海

淀、通州区也发布了本区域内重点融资需求项

目35个，如城市副中心国际数字港项目，项目

总投资约80亿元，项目融资需求约10亿元；京

能集团、京投公司、首发集团详细介绍了本单

位重点推进的有融资需求的项目6个，如北京

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项目（一期），项目总

投资约13.5亿元，项目融资需求约10亿元。

加速补足交通短板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

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丽泽商务区和平谷区两

地发展都属于在交通上受到一定限制，本次

重大融资项目中的轨道交通22号线（以下简

称“平谷线”）和丽泽航站楼一东一西，正是解

决了两地发展的关键问题。

平谷线西起朝阳区东大桥站，经通州区、

河北省三河市，东至平谷区平谷站，全长约

81.2公里，设站21座，其中，换乘站12座，未来

可与6号线、10号线、14号线、17号线、八通线

等15条轨道交通线路实现换乘。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平谷

线建成后，北三县、平谷区将实现首次接入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至中心城最短时间分

别为32分钟、55分钟，进入1小时交通圈，时

空距离进一步拉近。同时，城市副中心与中

心城之间继1号线-八通线、6号线、7号线之

后，再新增1条快线廊道，实现最快23分钟

通达。

丽泽航站楼则主要解决北京西部商务圈

的交通问题。“丽泽金融区承接了中心城区相

关金融资源后，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商

务体系，金融机构集聚的态势也有所显露。整

体来看，当地最缺乏的就是交通配置。随着丽

泽航站楼建成，大兴机场北延线直通丽泽，将

实现从丽泽商务区到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的

通勤圈，从而也可进一步吸引更多项目的入

驻。”王鹏解释道。

“新”“旧”产业融合仍是发力点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

全市投资同比增长5.5%，“3个100”市重点工

程完成投资超1300亿元、支撑全市投资三成

以上，充分发挥了对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作用。北京市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一批“高精

尖”项目陆续落地。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综

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面向国内外用户开放投

用，中关村西三旗科技园、未来科学城“生命

谷”国际研究型医院主体完工，“三城一区”投

资同比增长14.7%。大兴国际机场临空发展服

务中心建成，雁栖国际会都栖湖饭店主体结

构封顶，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61.7%。

数字经济新基建加快布局，上半年全市新增

5G基站7000个，软件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

长94.3%。而本次发布的116个重点融资需求

项目中，更是超半数涉及科技创新及高精尖

产业。

王鹏认为，北京市在下半年投资的力度、

广度和整体投资效率、速度不断提升，反映出

北京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围绕‘五子’联

动，北京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方向的速度

非常快。”

谈及北京下一步重点投资方向，王鹏认

为，从宏观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相

结合、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向仍是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力重点。具体来看，则主

要分为五点：“第一，城市副中心基础设施的

具体应用场景还需进一步完善。第二，京津冀

一体化背景之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需要进一步

拉平。第三，亦庄重点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人工智能产业园、自动驾驶等，还需进一步

加强并投入使用。第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

置还是有很多项目需要长周期高投入的，要

持续跟进。第五，老旧小区改造、商务街区优

化配置、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等，都是重大

项目可以发力的点位。”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陆珊珊

8月1日起，一批新法新规将陆续施行，其中就包括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这是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实施14年后

的首次修订。此次修法进一步明晰了数字经济反垄断的适用规则，首次以

法律形式规制平台经济垄断行为。专家分析称，新修改的《反垄断法》将更

有力地打击数字经济头部企业“二选一”的垄断行为，为腰部、尾部企业提

供了更好的保护，能有效保障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同时发布各区重点融资需求项目 35 个

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项目 目0 个

民生改善项目 3目 个个个目个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 个目 个

同步推出亿元以上重大投资储备项目 个5 个

个个 北京发布个个目个重点融资需求项目 总投资资个资7亿元 融资需求目目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