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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

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文章强调，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

个维护” ， 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

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把服务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

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担负起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

去、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

政治责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

出贡献。

文章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

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

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

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章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总结经

验，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一是

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 二是准确把握

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三是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 四是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

制度。 五是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六是聚焦党

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七是坚持人民政协

为人民。 八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

设。实践证明，人民政协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独特

优势。

文章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人民政协

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增强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担当，把更多的人团结

在党的周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

尤其要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发挥人民政协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

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

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

谛。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

的优势运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 的

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

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 做到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

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

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

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广泛凝聚共识。 人民政协要通过有效工作，

努力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

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

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

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要正确处理

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第三，强化委员责任

担当。 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

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认真履行委员职责，政治立场不能含糊、政治

原则不能动摇。

图为货轮停靠在山东日照港集装箱码头进行装卸作业（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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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经营情况、回购、增持等

多举措积极出手 上市公司提振信心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近期A股持续震荡调整，在此之际，多

家上市公司主动发声“秀肌肉” ，通过披

露1-2月经营情况、回购、增持、披露投资

者调研纪要等方式提振市场信心。 业内人

士认为，基本面是决定股票中长期走势的

核心，中国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的趋势

没有改变。在这一大前提下，A股估值修复

可期。

估值回升有空间

3月以来，A股呈现持续震荡走势。 持

续调整下，如何看待A股目前的投资价值？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 目前A

股投资者风险偏好较低、 市场信心不足是

A股走弱的主要原因。 经历近期阶段调整

后，A股性价比明显提升，建议投资者考虑

配置盈利比较稳定、估值比较温和的板块。

“中国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

改变，当前经济走势稳健，待短期风险因素

消退后，A股会有明显的估值回升空间。 ”

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刘晨明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3月以来A股和港股市场

的下跌，反映了投资者对后市的多重担忧，

包括疫情反复、俄乌冲突具有不确定性等。

目前来看，更多是情绪上的恐慌。 在风险因

素充分反映之后，市场将有修正空间。 中期

来看，A股的核心逻辑仍在于稳增长力度和

效用，即政策工具释放节奏和终端需求的修

复情况。“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稳增长进

程中社融及信心的修复都不是一蹴而就。但

事后复盘看，政策工具是充分的。 此外，从

政策底到企业盈利底之间存在一定时滞，

市场的信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 ”

自发“秀肌肉”

在市场信心不振之际，多家上市公司

自发“秀肌肉” 。 近期，三十余家龙头企

业主动披露2022年前两月经营数据。 中

国移动日前发布公告， 预计2021年度营

业收入约为8448.77亿元至8525.58亿元，

归母净利润约为1143.07亿元至1164.64

亿元；2022年1-2月， 公司主要经营指标

表现良好。

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2022年公司将全力推进新基建、

融合新要素、激发新动能，奋勇当先做强做

优做大数字经济。近期，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国移动集团制定并实施A股增持计划，表

达了实控人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

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 公司也

在港股市场开展了回购， 表明公司董事会

认为当前回购有利于本公司及股东。 ”

“目前三大运营商PB、PE均明显低于

国际运营商龙头平均值，估值处于相对低

位。 从市场操作看，中国移动集团和中国

电信集团均制定并正在实施对上市公司

的增持计划，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别在

港股、A股开展回购操作。相关市场行为体

现了相应市场主体对上市公司当前估值

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理解。 ” 上述负责

人称。 （下转A02版）

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办

———当前股市热点问题剖析之二

●本报记者 费杨生 倪铭娅 张勤峰

中国经济稳不稳得住？ 国家统计局3月

15日公布的数据给出了答案： 今年前两月

经济恢复好于预期。 但在内外多重因素影

响下，A股市场继续大幅调整。

“全面超预期” 的经济数据为何未能

提振市场信心， 实体经济出现了方向性变

化吗？ 降息预期落空后下一步稳增长将如

何发力？ 对此，机构人士认为，在情绪化主

导市场逻辑的阶段， 投资者信心往往较为

脆弱，市场表现可能暂时与经济状况脱钩。

不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态势不变，投资者

不应低估政策促“稳” 的决心和能力，更无

需过度担忧经济向“稳” 的趋势和前景。 随

着政策力度持续加强， 投资者预期与稳增

长效果的背离将得到修复。

经济数据好到令人质疑吗

“前两月经济数据太强了， 堪称是压倒

性的超预期。 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

信，甚至怀疑数据能对上吗？ ” 在数据发布

后，信达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解运亮如是说。

这样的感受颇有代表性。 在研究机构

发布的点评报告中，不少使用了类似“全面

超预期”“增长数据靓丽惊人”“远超市场

预期” 等字眼。

数据显示，1-2月，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7.5%，高于去年12月的4.3%；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2.2%，高于去年12月的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 高于

去年12月的1.7%。

生产、投资和消费增速全面加快，且显

著高于市场预期。 按照Wind调查口径，市

场此前对于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预期为

3.2%、5.3%、4.6%。“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经

济呈现出阵阵暖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15日

说， 前两月主要生产需求指标出现明显回

升，经济运行积极向好势头增加，一季度经

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仍然能够延续。

为何在房企减少拿地和新开工的情况

下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反弹？ 红塔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一方面，在销售持

续回落及房企违约风险使得外部融资难度

加大的情况下，房企面临较大资金压力。 此

时，房企有加快施工，推动项目满足监管条

件，从而回笼资金的诉求。 另一方面，房企

在并购出险房企优质项目之后， 开始加快

相关项目施工。

为何消费回升如此迅速？ 付凌晖解释，

春节和冬奥消费的带动比较明显， 大宗商

品销售和升级类商品销售在加快， 网上零

售额助力作用比较明显。

为何投资反弹力度这么强？ 稳增长稳

投资政策发力， 专项债提前下达并落地较

快；多地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大项目陆

续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成效明显；基础设

施投资和民生领域投资加大。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预期差” ？ 广

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 问题的关

键可能出在对数据环比与同比转化关系的

理解上。“2020年以来疫情的影响，使这一

问题变得相对复杂，预测难度也变大。”郭磊

提示，全社会用电量可以作为观察经济景气

度的一个直观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方面经

济活动的影响。国家能源局15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6.9%。

其中， 第一、 二、 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15.4%、14.5%、17.4%。（下转A02版）

“聪明钱”越跌越买 单日超27亿元抄底ETF

前两月净利增逾两成

央企运行质量持续改善

国资委3月15日消息， 今年前两月中央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7万亿元、 利润总额

3678.7亿元、净利润2821.7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7.6%、20.6%、20.4%， 运行质量持续改

善，为一季度“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