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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增持超5000亿元 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债券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债券通公司8月12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

至7月末，境外机构持有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

3.77万亿元，刷新历史纪录；与上月末相比，持

债规模上升234亿元，为连续第4个月上升。 今

年前7月，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债券累计增加

5123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境外机构扩大对中

国债券的投资是长期性、趋势性的行为，体现

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

持续加仓

7月，境外机构保持了对中国债券的浓厚兴

趣。首先，境外机构继续入市。央行上海总部日前

公布，7月新增5家境外机构主体进入银行间债券

市场；截至7月末，共972家境外机构主体入市。

其次，境外机构增加持仓。 虽然7月境外

机构持债余额增量略少于前几个月，但业内人

士分析， 这并不意味着外资投资力度明显下

降。 从数据上看，7月境外机构托管在中央结

算公司的债券增加754亿元， 为今年3月以来

新高。 这部分持仓主要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

等利率债券，是境外机构投资的主要品种。 截

至7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的债券托

管量已连续32个月上升。

第三，境外机构交易活跃。 央行上海总部

数据显示，7月， 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的现券交易量约1.14万亿元， 日均交易量约

520亿元，与6月基本相当。

据统计，今年前7月，境外机构持有的境

内债券累计增加5123亿元， 高于上年同期的

4847亿元。 2020年是境外机构增持境内债券

的大年，全年增持规模超过1万亿元。

大势所趋

在业内人士看来，外资增配中国债券之所

以表现出很强趋势性，主因在于后者具有很强

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既来自于估值性价比，也

源于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稳定性。 同时，与中国

市场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不无关系。

“外资增持的总体趋势还会持续。 ” 国家

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王春英曾就此阐述四方面

理由：国内基本面为外资增持境内债券提供了

根本支撑、 债券市场具有外资增配的发展空

间、中国债券的资产收益相对有优势、人民币

资产呈现一定的避险资产属性。

“到去年年底，外资持有国内债券占整个

债券市场托管总量的3%，低于美国的28%，日

本的14%，也低于巴西（9%）等新兴市场国

家。 ”王春英表示，未来，债券市场还将持续对

外开放，外资占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最新统

计显示，截至7月末，境外机构债券持有量约

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3.5%。

高等级债受青睐

境外机构日渐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对于部分债券品

种而言。

据中金公司研究报告，2020年，境外机构

增持1.05万亿元境内债券。 其中， 增持国债

5709亿元，增持规模仅次于全国性商业银行；

增持政策性金融债4208亿元， 增持规模仅次

于广义基金和农村商业银行。

今年7月，境外机构增持最多的是国债和

政策性金融债，分别为500亿元、245亿元。 截

至当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中国国债达21850

亿元，市场份额超10%。另外，持有政策性金融

债超过1万亿元，市场份额超5%。

业内人士指出，人民币债券国际投资者以

境外央行和主权基金为主，风格稳健，追求人

民币资产长期配置价值， 投资稳定性比较高。

这从其主要持有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以及银行

同业存单等高等级债券可见一斑。

总体看，外资增持中国债券的节奏可能有

变化，但长期趋势不改。 这在提升中国金融市

场国际化水平的同时，有助于境内债券市场实

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十四五”陆家嘴将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临港新片区培育形成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李岚君

8月12日发布的 《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片

区发展“十四五” 规划》（简称《陆家嘴规

划》）提出，“十四五” 时期，陆家嘴将进一步

强化国际化水平最高、生态功能最完整、营商

服务最优三大优势， 加快建设全球人民币金

融资产配置中心、 世界级总部功能集聚高地

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 将陆家嘴金

融城建设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和与

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金融城。

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印发的《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

五” 规划》（简称《临港规划》）提出，推动城

市数字化转型， 对标国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

的自由贸易园区，实施差异化政策制度探索，

进一步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以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打造更具

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

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陆家嘴：对标国际顶级金融城

陆家嘴是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也是上

海市最重要的金融集聚区。“十四五”时期，陆

家嘴将进一步强化三大优势和功能定位。

《陆家嘴规划》明确，三大优势和功能

定位为：国际化水平最高，对标国际顶级金

融城， 打造我国国际化与开放度最高的金

融贸易区。 生态功能最完整， 形成全产业

链、全要素市场的金融发展环境。 营商服务

最优，提供最专业的政府服务，擦亮最优营

商品牌。

《陆家嘴规划》确定的“十四五”发展目

标为： 加快建设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

心、 世界级总部功能集聚高地和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示范区， 着力增强陆家嘴全球资源

配置力，进一步强化金融核心功能，进一步提

升陆家嘴的全球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将陆

家嘴金融城建设成为“金融机构集聚、金融

人才密集、 要素市场完备、 资本集散功能集

中、金融科技应用丰富、金融产业生态完整”

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和与中国国际地

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金融城， 为上海深化

“五个中心” 建设和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作出重要贡献。

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到

2025年， 累计集聚各类金融机构突破10000

家，持牌类金融机构突破1000家，占全市比

重进一步提升。 打造能级高、产业链齐、业务

新的全球顶级资产管理中心，总部集聚、人才

集聚的全国性融资租赁产业中心， 和应用场

景全、 创新引领力强的上海金融科技中心核

心区。支持金融要素市场进一步发挥功能、拓

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 进一步提升全球市

场定价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打造世界级总部功能集聚高地。 到2025

年，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实现翻番， 达到

200家，占全市比重达20%左右。 吸引更多具

有亚太区和全球功能的高能级总部， 打造面

向全球、 运作全球和配置全球的世界级总部

功能集聚高地。

创建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 打造

专业领域合作圈、生态圈，形成国际高端会议

云集、各类资源合作共享的国际级生态环境。

建成全市第一商圈，到2025年，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亿元，全市占比进一步

提升，基本建成一流国际消费中心核心地标。

实施“楼宇经济倍增计划” ，税收超过10亿、

20亿、50亿元的商务楼宇数量和能级倍增，

实现百亿税收楼宇的突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十四五” 时期，陆

家嘴重点任务举措将聚焦五个方面：第一，着

力推动产业跃升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下

转A02版）

■ 国企改革风云录

中交集团

开启改革发展3.0新阶段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之重器” 再上新。 日前，由中国自主研发

设计制造的最大直径盾构机“运河号”成功始发，

标志着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全面进入盾构掘进阶

段。该工程设备便来自这家“超级建设者”———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我国交通建设的辉煌历

史上，中交集团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改革是推动

企业高速发展的原动力。“中交集团因改革而生、

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 ” 中交集团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孙子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十四五” 中交集团开启改革发展3.0版新阶

段，集团将锚定改革目标，打造“科技型、管理型

和质量型”世界一流企业。

强主业 优化国资布局

“改革” 是中交集团的天然基因。

2005年， 中交集团由原中国港湾建设 （集

团）总公司与原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以新设

合并方式组建成立。 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中交集

团即实现H股整体上市， 成为内地第一家实现整

体上市的特大型国有基建企业。 “经过多年的改

革发展， 中交集团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

发展，由‘工’ 到‘商’ 的升维转型。 ” 孙子宇表

示，目前，中交集团是唯一一家集国有企业党建工

作联系点、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和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于一身的中央企业， 已成为世界第一的疏

浚企业、全球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亚洲最

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商、 内地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

投资运营商。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中交集团做强做优做大

再次注入了强劲动力。

孙子宇表示，对内，中交集团明确了“三重两

大两优” 的新产业布局，主责主业不断向重点项

目、重要区域和重大市场集中，向大交通、大城市

集中，向优先海外、优先江河湖海方向发展。同时，

着力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建设海陆空轨、信息、金

融等全产业体系。对外，中交集团持续深化“六廊

六路、多国多港” ，全方位展示公司在交通基础设

施领域的综合优势， 业务网络已遍布全球157个

国家和地区，成为“走出去” 的市场领头羊和“一

带一路” 的重要建设者。

一系列大动作令中交集团迎来迅猛发展。 数

据显示，到“十三五” 末，中交集团资产总量和业

务规模均跨入“万亿俱乐部” ，世界500强排名由

2012年的216位跃升至2020年的61位。 2021年上

半年，集团新签合同额、营业收入和利润额三大指

标比前三年同期最高值（2020年除外）增长均在

40%以上；“一带一路” 项目三大指标增长也在

40%以上。

促改革 激发内生活力

作为建筑央企中唯一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

点企业，中交集团资本运营风生水起。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单位， 在各项

改革中都应该走在前列，要通过做强投资、做大工

程、做实资产、做优资本，不断放大价值量，激发企

业发展新活力。 ” 在孙子宇看来，要增强对资本运

作、收益和安全等关键环节的管控，追求价值一体

化。（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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