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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码稳增长

巩固经济回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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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三年行动考核在即 多项改革重点迎突破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步入收官年，目前国资

委已启动对各地、 各中央企业2021年度改革

工作的考核评估。 按照国资委部署，三年行动

各项任务将在党的二十大前基本完成，今年底

前全面收官。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企改革进入“攻坚

期” ，国企在混改上市、重组整合，以及中长期

激励等方面有望实现深层次突破， 书写亮丽

“答卷” 。

混改上市掀高潮

三年行动收官之年，国企借助资本市场推

进混改等改革明显提速。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华润集团，

从资本运作上尝到了甜头。华润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十三五” 期间， 通过IPO或借壳上

市，累计融资622亿港元；通过上市后配售、供

股等再融资方式， 累计获取资金709亿港元，

有力支持了企业发展。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旗下公司上市工作正

有序开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机械总院

了解到，作为发改委第四批“混改” 示范子企

业的哈焊华通首发申请获深交所审核通过，

成功提交证监会注册。“科改” 子企业北京机

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混改

和员工持股， 机科股份确立增资及北交所转

板上市方案。“双百” 子企业沈阳铸研科技有

限公司明确混改方案，同步推进员工持股；中

机认检、北自科技完成骨干员工持股、混改和

股改，解决同业竞争，并完成上市申请准备。

同时， 地方国资资产证券化持续加码，安

徽、浙江、上海等地国资委明确了国资证券化

目标任务。“安徽省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系统

谋划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 ” 安徽省国

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用3年时间，通过

混改和合资合作等方式引进资本1000亿元、

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000亿元、 带动社会

资本设立规模1000亿元的基金群。 浙江省国

资委提出，力争2022年全省新增7家国有上市

公司，上市公司头部企业或行业第一梯队企业

达6家以上，培育千亿元市值上市公司4家；省

属上市公司新增市场融资200亿元，资产注入

100亿元。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国企改革

深入实施， 国资资产证券化将成为资本市场的

常态。”专家表示，在国企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以及“专精特新”类企业上市有望加快。

重组整合再提速

改革收官之年，聚焦做强做优做大，国企

重组整合加速推进。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围

绕构建以军品为核心、以汽车为支柱、以战略

性新兴产业为支撑的高质量产业群， 集团先

后推动内部9组20家企业重组整合。 目前并

购重组安徽军工取得突破性进展， 进一步完

善弹药领域产品谱系。深化汽车整零协同，以

长安汽车整车需求为牵引， 带动零部件企业

和光电企业核心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双向

提升。

“中国中化着力推动重组落地，按照‘小

总部、大业务’ 原则，高效完成战略管控型总

部建设。 ” 中国中化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集

团以发挥协同价值为目标实施专业化重组，完

成业务整合方案的制定，引入市值管理的思维

倒逼公司管理变革，使上市公司成为经营决策

的主体。在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

同时，（下转A02版）

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机场完成试飞

3

月

19

日，试飞的货运飞机在鄂州花湖机场飞行。 当日，随着顺丰航空波音

757-200

全货机平稳降落在鄂州花湖机场的西跑道上，鄂州花

湖机场试飞任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首次以全货机机型完成新机场的试飞工作。 新华社图文

政策护航彰显信心 上市公司回购进行时

●本报记者 高改芳 黄一灵

今年以来， 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回购方案，

用真金白银提振市场信心。中国证券报记者注

意到，除数量多、金额大外，上市公司回购资金

来源有所创新。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更多上市公司参与回

购，投资者信心将进一步恢复，助力A股市场

行稳致远。

回购计划集中发布

A股持续震荡之际，上市公司纷纷推出回

购计划。 以沪市为例，3月以来，沪市新发布回

购计划的公司达到30家， 预计回购总金额

96.71亿元。 其中， 主板20家， 预计回购金额

85.42亿元；科创板10家，预计回购金额11.30

亿元。 同时，沪市有77家公司披露了回购进展

公告，公告显示近期沪市上市公司实际回购金

额达到128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发布回购公告的上市

公司有些是“老面孔” 。 例如，3月9日晚，沪市

上市公司恒力石化宣布拟以10亿元至15亿元

回购股份， 这是该公司上市以来的第四期回

购。 3月11日，恒力石化便火速实施了第四期

回购的首次行动， 涉及814.54万股， 支付约

1.72亿元。

从公告来看，大致可以总结出上市公司实

施股份回购的两大动因：一是基于对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

信心；二是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

干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除数量多、金额大外，沪市公司回购资金

来源有所创新。

3月17日晚，洛阳钼业、华创阳安、山鹰国

际、南方传媒不约而同推出“发债式” 回购计

划，拟以发行公司债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通常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多为

自有资金，但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债券募集

的资金也可用于回购股份。 市场观察人士认

为， 上市公司通过上交所平台发行债券利率

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能降低公司成本。 此外，

上市公司通过加杠杆方式进行回购， 看似付

出一定的利息成本， 实则是传递自身股价存

在低估、看好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为维护公

司股价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 （下转

A02版）

北京房贷额度充足

银行放款提速

制度型开放行稳致远 人民币资产魅力十足

●本报记者 费杨生 昝秀丽

三一重工、杉杉股份、国轩高科、乐普医疗

日前发布公告称， 计划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是资本

市场深入推进双向开放的最新注脚，也是对投

资者关于资本市场开放疑虑的有力回应。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在

前期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情况下，北向资金净流

出是投资者正常的避险行为，并不代表外资不

看好人民币资产，更不宜曲解为外资对A股市

场开放前景悲观。在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

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基本面将持续改善，人民

币资产将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外资加大投资力

度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

A股市场长期投资逻辑不变

上周（3月14日-18日），北向资金净流出

约167亿元，但17日、18日实现连续净流入。北

向资金被视为外资配置A股的风向标。在前期

市场恐慌情绪较浓情况下，其连续净流出对投

资者造成较大的情绪面冲击，投资者担心外资

投资逻辑生变。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外

资对A股市场的投资可简单分为交易盘和配

置盘，北向资金里有不少资金就是短期的交易

盘，境外养老金机构以及追踪国际主要指数的

基金则更多代表长期投资的配置盘。在前期市

场下跌阶段，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因

素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抬升，部分资金离场避

险属正常现象，但配置盘资金大多并未离场。

境外投资机构普遍看好我国经济增长前

景。综合高盛、花旗等境外机构观点来看，其大

多认为， 中国5.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表现出了稳增长的决心，未来将继续实施积极

的财政政策，并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今

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在

疫情等因素影响下， 政策支持将成为稳信心、

稳增长的关键。

从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的影响来看，也不

宜夸大对资金流向逆转的担忧。国信证券发布

的报告对比分析了美联储数次加息周期对A

股市场的影响后发现， 在基本面坚挺的情形

下， 美联储加息对A股市场影响相对有限，目

前就属于这种情况。中金公司发布的研报同样

认为，对中国资产而言，稳增长力度更加重要，

外部扰动逐步减少或预期兑现后，自身增长和

政策预期将对A股起到更大作用。

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开放大门将越开越

大。 3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再次强

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商务部数据显示，1-2月，全国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2437亿元，同比增长37.9%；全国

外资企业总体经营稳定，1亿美元以上外资大

项目实际到资同比增长74.3%。 下一步，我国

对外开放将在加大自贸区自贸港先行先试力

度、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边境贸易创新发

展、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等方面提质增效。

基本面稳健、开放方向坚定、受外围因素

影响有限，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没

有改变。 历史经验表明，短期波动无碍长期趋

势：从2014年沪港通开通至2021年，北向资金

每年均净流入A股；2018年到2021年，外资累

计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超过7000亿美元，

年均增速34%。 而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相比，

外资在A股市场的占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资本市场开放将深入推进

投资者的另一个担忧是地缘冲突可能加

剧逆全球化， 对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造成

干扰。 对此，专家普遍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已

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未

来覆盖各个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双向开放有望

得到稳步扩大，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有望得到

持续深化， 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有望得到不

断加强，开放的红利还将进一步释放。（下转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