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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科 1
号”综合试验
船行驶在南
海海域（无人
机照片，6月
15日摄）。

近日，来自银河航天和多家科研机构的工作
人员搭乘“电科 1 号”综合试验船，赴南海海域完
成了对我国首个低轨宽带通信试验星座的首次远
海测试。该测试旨在验证高低轨卫星、无人机协
同通信覆盖能力，为未来远海实现更高质量网络

通信积累数据。
2022年3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银河航天

研制的六颗低轨宽带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六颗
卫星在轨与银河航天首发星共同组成了国内首个低
轨宽带通信试验星座。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中国证券报》17日刊发
文章《央地联动 国资基金加码新兴产业》。文章称，
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国资基金投资风生
水起。一方面，以国调基金、国风投基金、先进制造产
业投资基金为代表的国家级基金积极投资布局战略
性新兴产业，助力国资央企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上
海、杭州、广州等多地基金矩阵逐渐壮大，助力改革创
新提速加力。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投资风向标，国资基金投资
运作将增进产业梯度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将激活
改革创新“一池春水”。

国字头基金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从央企的情况看，作为国有资本关键出资力量，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旗下基金投向已成市场风向
标。

从上海积塔半导体、金鹰重工、昆船智能，到广汽
埃安、宝武炭材、国仪量子，再到中广核防城港核电项
目、江航装备、宸芯科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及国资央企科技创新，近年来，国新基金积极作为，孵
化和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

“截至2023年5月底，国新基金累计投资项目240
余个、金额超1200亿元，19个项目登陆科创板。”国新
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

6月14日，国调基金投资企业沐曦集成电路宣布
完成旗舰图形处理器（GPU）产品的功能测试和计算
平台基础测试。沐曦集成电路是国调基金持续布局
集成电路产业的代表项目之一。

“诚通基金在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近百亿元，系统
布局半导体代工、设计、设备及上游原材料等产业链
重点环节。”诚通基金相关负责人说，基金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实现了广泛布局并初步形成产业生态，如战略
投资三大电信运营商逾175亿元，在新能源汽车产业
累计投入 88 亿元等。同时，瞄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环节支持企业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累计投
资近200亿元助力企业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投集团基金投资也正
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已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
键核心技术，累计投资超过440亿元，支持了宁德时代、
比亚迪、蔚来汽车、沈鼓集团等近150家科技创新和行
业龙头企业。”国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3年4
月底，国投旗下基金认缴规模2083亿元，累计投资金额
1614亿元，已投资项目在科创板上市136家。

华兴资本数据显示，一季度，在大规模基金中，国
资普通合伙人（GP）占比进一步提升，已达 70%。国
资领投项目占比达31%，呈逐渐升高态势。

“国字头基金尤其是国家级基金投资具有风向标
意义，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表示，通过国家级基金的科学
合理布局和引导，加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央企科
创布局，是一项具有全局性的尖端行业顶层谋划，可
有效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产业链供应链
的弹性和韧性，形成增进产业梯度发展的接续性和竞
争力。

地方国资基金矩阵逐渐壮大

在地方层面，随着国企改革提速加力，各地国资
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6 月 14 日，杭州市国资委公布的《关于打造“3+
N”杭州产业基金集群 聚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由杭州市政府主导，
整合组建杭州科创基金、杭州创新基金和杭州并购基
金三大母基金，由其参与投资N只行业母基金、子基
金、专项子基金等，最终形成总规模超 3000 亿元的

“3+N”杭州基金集群。
5 月 26 日举行的上海 S 基金联盟 2023 年度峰会

上，上海科创基金与上海国际集团、松江国投集团、成
都高新策源、海通创新、齐鲁投资、昀曜投资、浦银理
财、兴业证券、金山资本等新老投资人签订了上海科
创接力一期基金合作协议。该基金是上海国资体系
的一只创投类S基金，规模预计超过15亿元。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华兴资本数据显示，一季
度，地方国资GP募资规模基本占国资主导基金的一
半。地方国资投资平台出资并管理的基金有 35 只，
规模达558亿元。

从行业看，战略新兴行业、新能源、大健康等特
定主题的产业成为地方国资基金角逐的对象。例
如，2023 年 2 月成立的智元机器人就吸引到一批地
方国资入股，包括上海焕新一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司南园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等。

“地方产业基金加速成立旨在增总量、优结构、提
质量。”宋向清表示，地方产业基金有的放矢，紧盯战
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和集群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针对性强，同时，根据产业发展特点和规律，重点支持
和扶持产业及产业集群开展创新创造工作，引导产业
基金推动产业项目向高端化、国际化和领军型发展。

央地联动 国资基金加码新兴产业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彭韵佳、沐铁城）国
家医保局17日发布《关于实施医保服务十六项便民措
施的通知》，推出首批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以简
化手续、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创新服务模式，十六项医
保服务便民措施主要包括“减环节”“优流程”“优服务”

“一站办”“减跑动”五个方面。
一是“减环节”，提速医保转移接续。取消转出地

出具参保凭证和转入地出具联系函两个办理环节，将
基本医保跨省转移接续时间由原来 45 个工作日压缩
为15个工作日，开通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跨省通办”服
务，方便群众线上申请、查询办理进度。

二是“优流程”，便利异地就医备案。依托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方便参保
人线上办理异地备案；扩大备案范围至高血压、糖尿病
等 5 种门诊慢特病患者；未异地备案的急诊抢救参保
人员可视同已备案；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
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三是“优服务”，便捷群众医保信息查询。开通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网厅或地方医保服务平台等多
种查询渠道，在医保经办大厅和有条件的银行营业网
点、社区服务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等场所设立医保自助
区，方便群众查询个人缴费记录、医保账户、医保药品
目录等信息。

四是“一站办”，推行医保服务“一窗通办”。针对
传统服务窗口职能单一、群众多头跑腿等弊端，推进医
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制”，窗口前台不分险种、不
分事项、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后台分办联办快办。

五是“减跑动”，推进医保服务“网上办”。依托医
保服务平台“个人网厅”“单位网厅”，实现参保登记、参
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事项“网上办”。依托数字赋能，参
保群众不需持实体卡，凭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或刷脸
就可以看病买药。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向各地征集医保便民服务
典型做法和经验，总结经验成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并持续推出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新华社西安6月17日电（记者骆晓飞、付瑞霞）记
者 17日在第 29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主场
纪念活动上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沙
取得了显著成效，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2033 万公
顷，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我国是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家林草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持续系统治理，当前我国荒漠化、沙
化土地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法治、工程、考核、
政策、科技推广、调查监测等体系，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
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净减少。2009年
至2019年，荒漠化土地净减少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
净减少4.33万平方公里。

国家林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随着保护修复
难度不断加大，我国防沙治沙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
将抓紧制定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意见，修订、编制“三北”工程
总体规划和六期规划，健全“三北”工程资金支持和政
策支持体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坚决打好“三北”工
程防沙治沙攻坚战。

据了解，此次国家主场纪念活动在陕西省榆林市
举行，来自荒漠化地区的13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林草部门代表参加了活动。

国家医保局推出首批
十六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

我国53%的可治理
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我国首个低轨宽带通信试验星座完成首次远海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