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版创意图片 韩景丰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2024年1月26日 星期五

A�叠 /�新闻 24�版

B�叠 /�信息披露 48�版

本期72版 总第8874期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证金牛座 App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中国证券报App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中证金牛座App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07�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王 力 美 编：王 力

习近平向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1月25日，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在国家大剧院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60年前的中法建交是国际关系史上

的大事。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

气，打开中西方交往合作的大门，为处于冷战中的世界

带来希望。 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

关系前列，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世界和平、稳定和

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立自

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 。 面

对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法应当秉持建交初心、积极面

向未来、敢于有所作为。双方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双边关

系，以中法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要以中

法文化旅游年、巴黎奥运会为契机，扩大人文交流、促

进民心相通；要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对全球性

挑战继续作出中法贡献；要坚持互利共赢，在深化传统

合作的同时，积极挖掘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

合作潜力，坚持把蛋糕做大，以开放汇聚合作力量、共

享发展机遇。 面向下一个60年，中法携手合作，必将再

创辉煌。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表视频致辞。马克龙表示，60

年前，戴高乐将军超越阵营对抗逻辑，作出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历史性决定。 今天我们有责任

在1964年确立的宏伟目标基础上，再接再厉，共同建设

既满足两国人民需要， 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伙伴

关系。 法方愿同中方携手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

解决国际危机。2024年也是法中文化旅游年，双方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密切两国人民

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往， 为法中关系的未来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

1月31日，两国还将在巴黎凡尔赛宫举办庆祝中法

建交60周年暨文化旅游年开幕活动， 播放两国元首视

频致辞。

金融监管总局：保持房地产信贷整体稳定

加快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 因城施策进一步优化首付比例、贷款利率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房地产产业链条长、涉及面广，对国民

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也息

息相关，金融业责无旁贷，必须大力支持。 ”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远企1月25日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指导金融机构

用好用足现有的金融支持政策，继续做好房地

产金融服务，保持房地产信贷整体稳定，满足

合理融资需求。

肖远企透露，近期，将加快推进城市房地

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指导金融机构落实

好经营性物业贷款管理要求；支持各地城市政

府和住建部门， 因城施策进一步优化首付比

例、贷款利率等个人住房贷款政策。

继续做好房地产金融服务

肖远企介绍，截至目前，开发贷款和个人

住房贷款的余额分别是12.3万亿元和38.3万

亿元。 2023年分别发放开发贷款3万亿元，住

房按揭贷款6.4万亿元， 这两项加起来将近10

万亿元。 2023年末， 银行购买房企债券余额

4275亿元，比2022年增长了15%。 此外，银行

在2023年向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并购贷款、存

量展期贷款，合计超过1万亿元。

在保交楼方面， 肖远企说：“我们积极配

合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做好金融支持。

截至2023年底，3500亿元‘保交楼’ 专项借款

绝大部分都已经投放到项目，商业银行还提供

了相应的商业配套融资，确保‘保交楼’ 任务

完成。 ”

肖远企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金融机

构用好用足现有的金融支持政策，继续做好房

地产金融服务， 保持房地产信贷整体稳定，满

足合理融资需求，为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贡献和发挥金融力量。

一是加快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落地见效。 在城市政府牵头协调机制下，按照

公正公平的原则，向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推

送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金融

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评估协调机制推

送的支持对象，对正常开发建设、抵押物充足、

资产负债合理、还款来源有保障的项目，要积

极满足合理融资需求；对开发建设暂时遇到困

难但资金能够平衡的项目，不盲目抽贷、压贷、

断贷，要通过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款安排、新

增贷款等方式予以更大力度地支持。“近期，我

们将召开相关工作部署会，要求银行尽快行动

起来，在城市人民政府牵头协调下，与住建部

门一起，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加精准

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 肖远企说。

二是指导金融机构落实好经营性物业贷

款管理要求。“昨晚，我们与人民银行一起联合

印发了 《关于做好经营性物业贷款管理的通

知》。这个通知非常有针对性，我们前期也做了

很多调研，听取了行业、金融机构和各个方面

的意见建议。 ” 肖远企说，这个通知允许银行发

放经营性物业贷款，对经营规范、发展前景良

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全国性银行在风险可

控、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对这些房企发放的经

营性物业贷款，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用于偿还

房企的存量贷款和他们发行的公开市场债券。

三是要继续做好个人住房贷款金融服务。

支持各地城市政府和住建部门，因城施策进一

步优化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个人住房贷款政

策，（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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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规模400亿元

国有企业存量资产

优化升级基金成立

●本报记者 刘丽靓

1月25日，国有企业存量资产优化升级基金签

约仪式在京举行。该基金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

国国新联合中国信达、中国东方、中国长城共同发

起设立，总规模400亿元。中国国新出资130亿元，

中国信达、中国东方、中国长城各出资90亿元。

“设立优化升级基金是中国国新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功能

作用，助推国资央企改革发展、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中国

国新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表示，中国国新将全

力保障优化升级基金开好局、起好步，力争将优化

升级基金打造成为助力国资央企改革发展的一流

平台。

主要投向国企基础设施资产

据悉，优化升级基金主要投向存量规模较大、

增长潜力较大的国有企业基础设施资产， 以及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阶段性低效和非主业非优势产

（股）权、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国企闲置土地、国

企专利技术、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等，推动国

资央企做强主业和优势产业，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发起设立优化升级基金， 是国务院国资委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助力新一轮国

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促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的

重要举措，通过发挥运营公司带动作用，撬动社会

资本， 整合优势资源， 更好助力央企盘活存量资

产、扩大有效投资。 ” 国务院国资委产权局副局

长、一级巡视员谢小兵表示，下一步，基金要坚守

使命定位，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功能作用；

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原则，推动基金高效运作；坚

持风险防控底线，确保基金规范发展。

中国国新表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

构要求，在国资委有关厅局的指导下，推动优化升

级基金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充分发挥投资人的专

业优势，协同合作，明确清晰、高效的投资决策流程

和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和专业

化人才队伍，紧密围绕重点投资领域有序实现项目

投放，为深化国资央企改革、助力扩大有效投资，

切实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重要带动作用。

促进存量资产保值增值

据了解，资产管理是贯穿中国国新成立、改革

试点到持续深化改革阶段的重要职能。

2018年5月， 中国国新成立中国国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管理板块平台公司，国新资

产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 积极接收和受托

央企“两非” 类资产，通过股权转让、破产清算、自

行清算等多种方式处置“两非” 资产，联合产业央

企、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盘活平台，赋能并处置有

盘活价值资产，回流现金反哺主业发展。

国新资产联合中国信达、 中国东方投资的中

国华能存量火电厂资产盘活项目， 被国家发改委

选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 2023年6月，中国国新

入选国家发改委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支撑

机构。

“此次中国国新设立国有企业存量资产优化

升级基金， 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传统国企存量资产

保值增值，既是一次重大探索创新，也为金融赋能

实体产业提供了新的战略选择。 ” 北京市西城区

委副书记、区长刘东伟表示。

中国信达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卫东表示，优化

升级基金将有力服务于国资国企改革， 加快国有

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经过多年的实践，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积累了资源整合、资产盘活、价值提

升等方面的核心能力。 下一步， 在国资委的指导

下，期待各方通力合作，全面推动基金落地实施，

争创国企存量资产盘活样本。

不断创新拓展股权运作模式

近期，中国国新在资本市场中动作频频。

2023年12月1日，中国国新发布公告，旗下国

新投资有限公司当日增持中证国新央企科技类指

数基金，并将在未来继续增持。 （下转A03版）

港珠澳大桥去年实现人车货“三流齐增”

拱北海关

25

日发布的数据表明，作为全国唯一同时连接港澳的陆路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2023

年客运、货运业务增长明显，人

流、车流、货运量均有亮眼表现。

据统计，

2023

年，拱北海关所辖的港珠澳大桥海关共监管进出境货车超

57.56

万辆次，增长

25%

；货运量

259.76

万吨，增长

16.34%

；进出口

总值达

2093.25

亿元。

2023

年，港珠澳大桥海关还验放了进出境客车

268

万辆次，比上年增长

1.35

倍，年内

20

次刷新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纪录。 同时，经港珠澳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逾

1630

万人次，为

2019

年的

1.29

倍。 其中，内地旅行团超

4.5

万个，人数超

250

万人次。

图为车辆在港珠澳大桥上行驶（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文

线上线下人气旺

“年货经济”热度高

生态环境部：

积极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海外需求高涨

重卡行业强势反弹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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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管理”强信心

深市国企积极跟进

利好政策提振信心 人民币资产走强

“中”字头股票领涨 沪指收复2900点

●本报记者 胡雨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助力下，1月25日A股

迎来普涨行情，多只“中” 字头股票表现活

跃， 海外市场人民币资产也在近几日携手上

涨。在券商人士看来，监管部门释放的政策信

号为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框架性目标， 也为

资本市场注入信心。

A股温和放量

1月25日，A股市场迎来普涨行情。Wind

数据显示， 截至收盘， 沪指涨逾3%并收复

2900点关口，报2906.11点；深证成指涨2%，

报8856.22点；创业板指涨1.45%，报1720.78

点。从成交情况看，沪深两市日成交额温和放

量，达到9036.3亿元。

从行业板块及个股看， 以中船系、“中”

字头央企、大基建央企、国企改革等为代表的

央企国企相关概念板块集体上涨，多只“中”

字头标的表现活跃。 截至1月25日收盘，中国

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大蓝筹A股及H

股股价携手走强， 中国石油A股股价八年半

来首次涨停并创阶段新高， 其港股股价日涨

幅也达到8%； 中铁装配、 中信出版等多只

“中”字头标的A股股价斩获“20CM”涨停。

人民币资产的强劲上涨也不仅仅体现在

A股， 港股市场近几个交易日也同样伴随A

股反弹：截至1月25日收盘，恒生指数涨近2%

并收复16000点关口。 美股方面，截至当地时

间1月24日收盘， 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迎

来日线两连阳， 多只在美上市热门中概股股

价上涨。

Wind数据显示，1月25日，北向资金、南

向资金同时保持了净流入态势。 截至当日收

盘， 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62.94亿人民币，本

周累计净流入规模已超过百亿元； 南向资金

单日净流入规模达到18.17亿港元，为连续第

二个交易日保持净流入态势。

债市也有不俗表现。 截至1月25日收盘，

国债期货市场多个品种实现上涨，其中10年

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涨0.12%，5年期国债期

货主力合约涨0.17%，2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

约涨0.06%。

为资本市场注入信心

在业内人士看来， 政策利好的持续释放

是推动包括A股在内的人民币资产近几日强

劲反弹的主要因素。

1月22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作出部署，（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