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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自主完备不是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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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持续增长

本报记者

黄晓芳

足球爱好者在贵州省榕江县足球爱好者在贵州省榕江县““村超村超””球场体育用品球场体育用品

专营店选购足球专营店选购足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杨文斌摄摄

国务院近日召开的做强国内大循环工

作推进会提出，结合现阶段我国发展实际，

做强国内大循环重点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

中之一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发挥各

地优势加强专业化分工、地区间协作，持续

补链强链拓链，增强产业发展韧性。当前，

无论是面对“卡脖子”困境的现实挑战，还是

立足塑造中国制造新优势的长远考虑，提升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韧 性 已 非 选 择 题 ，而 是 必

答题。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完备强调的是安全可

控。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

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产

业链供应链自主完备是指在核心技术、零部

件、产品等供应受限的情况下，能够依靠国内

稳定运行的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相应产品和服

务，满足国民经济运转的基本需要。其核心

目标是构建内外部风险冲击下仍能维持高效

运转的经济体系。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完备，是做强国内大

循环的重要一环。从生产端看，自主完备的

产业链供应链能保障原材料、设备、技术等

要素稳定供给，避免断链风险干扰企业生

产。从消费端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才

能持续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激发居

民消费意愿。更进一步看，自主完备的产业

链供应链能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提升供给体

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创造

引领新需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

靠性。

强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完备，绝非追求

完全自给自足的全面封闭。自主完备不是要

全产业链自主完备，而是关键领域的自主可

控，聚焦的是影响国家安全、产业命脉的核心

环节，如芯片制造、基础软件、高端装备等，通

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掌握主导权，确保在

外部供应波动甚至断供等极端情况下，关键

物资、服务也不会断货。自主完备旨在当前

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经济安全与发展韧性筑

牢“防护栏”，提升抗风险能力，而非排斥国际

合作。

将自主完备等同于“闭门造车”，是对全

球化时代产业发展规律的误读。两相比较，

过度追求自给自足违背全球化分工规律，不

仅抬高成本还不利于创新。自主完备则是在

全球合作中补短锻长，掌握核心竞争力，提升

话语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能带来

效率提升与成本优化，合理利用国际分工和

全球资源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

此，真正的自主完备恰恰是在开放格局中多

元化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在开放与安全

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发挥各地优势加强专业化分工、地区间

协作，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完备的重要

途径。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在资源禀

赋、产业基础、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各地应因地制宜，找准在全国产业链供

应链中的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地区间加强

协作，推动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高效配

置 ，才 能 形 成 优 势 互 补 、协 同 发 展 的 良 好

局面。

持续补链强链拓链，是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自主完备水平的核心任务。补链，是聚焦

关键环节、核心技术，解决我国产业链中存在

的短板问题，减少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强链，

是巩固提升我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推动传

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拓链，则

是顺应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拓展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打造新

经济增长点。

产业链供应链是一国经济的筋骨血脉。

只有不断强筋健骨、锤炼韧性，在开放中实现

迭代升级，才能从“被动保安全”走向“主动创

优势”，推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

自 然 资 源 部 办 公 厅 近 日

印 发 的《2024 年 全 国 非 油 气

地 质 勘 查 统 计 年 报》显 示 ，

2024 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

投入资金 229.57 亿元，同比增

长 14.4% ，连 续 4 年 实 现 正

增长。

从 2024 年 全 国 非 油 气 地

质勘查投入资金来源看，中央

财政投入 59.01 亿元，占总量的

25.7% ，同 比 增 长 27.7% ；地 方

财政投入 92.01 亿元，占总量的

40.1%，同比增长 8.2%；社会资

金 投 入 78.55 亿 元 ，占 总 量 的

34.2%，同比增长 13.1%。

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抬

头，提升国内能源资源保障能

力 、确 保 能 源 安 全 成 当 务 之

急。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实施

了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这也是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

入实现连续 4 年增长最重要的

原因。

从资金投向看，矿产勘查

为 139.17 亿 元 ，占 总 量 的

60.6% ，同 比 增 长 18.4% ；基 础

地质调查为 26.56 亿元，占总量

的 11.6%，同 比 增 长 19.5%；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

调查评价为 41.22 亿元，占总量

的 17.9%，同 比 增 长 7.6%。 资

金投入前 5 位的省（区）分别是

新 疆 、内 蒙 古 、四 川 、甘 肃 、

云南。

从 矿 产 勘 查 矿 种 来 看 ，

2024 年资金投入以金、煤炭、

铜、铀、铅锌、铁为主，与 2023

年相比，投入增长的矿种主要

有 稀 土 、磷 矿 、钼 、金 、锡 、铁

等。2024 年实施矿产勘查项

目 4068 项次，同比增长 7.3%；

完成钻探工作量 1019 万米，同

比增长 12.5%。

在资金保障等各种因素作用下，我国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获得重要成果。其中，锂、锆铪、氦气、稀土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矿产取得重大突破。新发现西昆仑—松潘—甘孜世界

级锂辉石型锂成矿带，预测资源潜力达 3000 万吨。在内蒙

古、江西、湖南、四川、新疆、西藏等地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2024 年，我国自产锂资源增幅超 30%，我国锂矿储量全球占

比由 6%提升至 16.5%，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二位。

在金矿方面也有不少收获。三山岛、多龙、北衙等 24

座矿山深边部共新增资源量 1570 吨。莱州西岭金矿累计

查明资源量 592 吨，成为我国最大单体金矿床，胶东地区

世界第三大金矿集区地位进一步巩固。近期，辽宁盖州

大 东 沟 地 区 发 现 低 品 位 、超 大 型 金 矿 ，预 估 资 源 量 超

1000 吨。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熊自力此前表示，

2024 年，我国提供战略性矿产勘查区块超过 1400 个，创近

10 年来新高，重点围绕油气、锂、铜、金、铁、煤炭、铝土矿、

钾盐等矿种，投放在新疆、甘肃、河南、广西、湖北等地。

年报显示，在矿产勘查方面，2024 年，全国新发现矿产

地 150 处。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前 5 位的矿种分别是建

筑用花岗岩、普通萤石、锂矿、金矿和铁矿。

在地质科技方面，2024 年取得了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隐伏超大型喷溢

沉积型锰矿找矿勘查理论技术体系与工程应用、内蒙古

巴彦淖尔地区岩浆碳酸岩和高价值稀土矿化带新发现等

进展。

在日前举办的 2025（第 42 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

上，一系列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产体育用品亮相展出，

吸引了大量境外采购商围观体验。

体育用品制造业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经济。近年

来 ，随 着 体 育 消 费 市 场 的 繁 荣 ，我 国 体 育 用 品 业 稳 步 增

长。数据显示，2023 年国产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已

突破 2 万亿元大关。“随着体育消费逐渐成为经济新增长

点，体育用品制造业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中国体育用品业

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说，体育用品业正加速推进先

进制造业建设，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更加强调发展质

量与产业创新。

数智技术赋能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健身器材制

造企业。在此次博览会上，其展示的多款智能化产品吸引不

少观众驻足。现场工作人员演示了一款跑步机的科学运动

指导功能：能够根据运动目标和体测数据，生成个人专属运

动方案，覆盖热身、训练、拉伸等环节。

上述功能的实现，得益于英派斯 AI 大模型科学健康平台

的研发应用。英派斯董事长、总裁刘洪涛介绍，企业自主研

发的 AI 大模型科学健康平台，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以“多模态融合+健康知识增强”为核心，能精准满足专

业训练与大众健身需求，为运动场景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

当用户投入训练后，系统实时采集健身数据、代谢数据与身

体反馈，对方案进行动态评估与智能调整，确保贴合用户实

际需求。

“冠军模型不应该只是单一的标准，而是为每个人量身

定制，为其最大化兑现潜力推荐路径。”在商汤体育 CEO 程鹏

看来，AI 交互体验技术的发展，正在使得更多普通体育爱好

者体验到更高水平、更专业的定制化运动服务。

在三柏硕展位的投篮机前，不少观众正排队体验。“最新

研发的智能训练辅助系统采用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和动作捕

捉技术，实时记录训练过程，提供专业的运动评估及动作纠

正建议。”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文珂介

绍，当体验者投篮时，摄像头逐帧捕捉动作轨迹，AI 系统立即

生成出手角度、屈膝程度等多项数据，对投篮者的动作进行

评分。通过高度自动化设备和个性化训练方案，系统帮助每

位球员有效训练、改进技术。

最新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4）》显

示，近几年，智能化体育用品普及率大幅度提升，智能健身路

径、智能家用健身器材等成为主流产品，数字技术在运动健

身方面实现广泛应用。

罗杰表示，智能化健身器材、数字化运动解决方案等创

新成果，正在重塑行业竞争格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从传

统制造向“智造+”跃迁，从单一产品供给向全场景解决方案

转型。本届体博会上，国产体育用品品牌围绕不同场景，展

示最新应用成果，彰显了国产体育用品创新硬实力。

绿色转型提质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新技术、新材料正推动国产体育

用品制造业向绿色化加快转型。

匹克球是近几年在国内火起来的一项运动。“我们自主

研发的匹克球运动地胶具备高稳定性、高反弹性、专业防滑

耐磨等特点。”河北英利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刘佳

佳说，面层采用水性丙烯酸材料，确保环保无气味。

来自印度的客商阿里与该品牌合作逾 10 年。他说，采购

产品包括人造运动草、地胶等，主要考虑的就是其环保性

能。英利奥负责人表示，针对传统橡胶材质气味刺鼻、回收

难度大及污染等环保问题，其研发的新型橡胶材料通过工艺

升 级 ，做 到 无 气 味 、不 含 重 金 属 等 有 害 物 质 、可 回 收 循 环

使用。

传统体育场馆普遍面临高能耗问题，节能降碳发展空间

巨大。当前，公共体育场地建设升级提质需求持续释放，气

膜场馆有望解决传统体育馆普遍存在的建设成本高昂、建设

周期漫长、运营能耗高等问题。

约顿气膜此次展出的智能体育场馆模型，通过模拟体验

展示了先进节能材料与环保技术的应用。“气膜场馆所用 PVF

和 PVDF 材料，透光率达 20%至 30%，白天无需人工照明即可

满足采光需求，综合能耗较传统建筑降低 30%以上。”约顿气

膜创始人罗赟介绍，温控系统实现场馆能耗直降，已在冬奥

训练场馆等项目中验证绿色效能。

全球化布局加速

2024 年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持续回升，总额达到 298.83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283.96 亿美元。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

化加快，导致国产体育用品出口承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

势，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逆势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体育用品

出口额达 74.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4%。

选择自主创新之路，成为国产体育用品出口实现逆势增

长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已不再满足于代工模式，而是依靠

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加大研发力度，打造自主品牌。

刘洪涛说，我国有完备的健身器材供应链，依靠这一优

势，企业有充足的信心和底气做自主品牌。目前，山东德州、

青岛等地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

像英派斯一样，越来越多的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借助自主

品牌，实现了产品出海规模的稳步提升。多元化市场开拓，

成为国产体育用品出海的关键一招。加速全球化布局，中国

体育用品正不断打破此前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作为全球知名的体育器材制造商和服务商，泰山体育

外贸业务约占总营收四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市场

都是重点。”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张伟

说，近年来，企业通过多元化布局，逐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

赖。今年在关税压力下，泰山体育加速拓展欧洲、东南亚及

南美市场，同时深耕新兴市场，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截至目前，产品已出口至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张伟表示，希望通过本届展会展示“中国智造”形象，高

效对接全球市场，深化与国际体育组织、渠道商的合作，推动

中国智造体育装备走向世界。下一步，企业将在非洲、拉美

等潜力市场建立分销网络，并通过服务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

等国际赛事，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

舒华体育国际营销中心总经理张焕鹏说，今年以来，企

业加快市场拓展，重点加强对中东、东南亚、欧洲和拉美等区

域的市场投入，并持续提升本地化营销和服务能力。在当前

外贸环境下，企业更加注重加强与本地合作伙伴的关系，优

化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以确保产品能够迅速到达市场，同时

不断推动数字化转型，力求通过技术手段降本增效。一位哥

伦比亚采购商告诉记者，凭借出色的质量和设计，中国健身

器材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受欢迎。

“要积极应对体育用品外贸环境的深度调整，推动从‘代

工出海’向‘品牌出海’的战略转型，提高体育用品的出口质

量。”罗杰认为，要优化海外市场布局，构建更具韧性的外贸

发展格局。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

深 圳 市
粤 华 威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BC2017101000000531、
BC201710100000053101、
79332017280063、
79332017280063-20210118、
79332017280063-20220112、
79332017280063-20220522、
79332017280063-20221220、
79332017280063-2、
79332017280063-2020、
79332017280063-20201、
79332017280063-20202、
79332017280063-20210319、
79332017280063-20230620

担保人名称

1.保 证 人 ：深 圳 市 新
桃园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曹胜春、龙芹芳、
姜天亮、乾润技术有
限公司、江西信飞技
术有限公司、江苏思
铭科技有限公司；
2.抵 押 人 ：深 圳 市 粤
华威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3.出 质 人 ：深 圳 市 粤
华威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曹胜春、龙芹芳、
姜波

债权本金

267,800,000.00

利息
（含罚息、复利）

43,689,010.90

已垫付费用

1,479,451.9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债权转让通知
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下称“浦
发行深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达成的转让协议，浦发行
深圳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从权利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
用（包括全部借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垫付费用等）依
法转让给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中国信达深圳分公司
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0755）8111778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联系人：曾先生 电话：（0755）82962316

2025 年 5 月 30 日

注：1.基准日 2025 年 1 月 17 日；2.本次公告所载明的主合同及未载明的从合同一并转让；3.具体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借
款人、担保人）、金额与信息以合同或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