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突破400家 科创板成长性吸引力凸显

本报记者 黄一灵

3月22日，均普智能、和元生物两家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至此，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401家，首发募集资金总额超5600亿元，总市值近5万亿元。

从2019年7月22日首批上市25家，到2020年4月29日100家、2020年12月7日200家，2021年6月28日的300家、再到今日突破400家，科创板在市场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支持“硬科技”的示范效应持续显现，“改革试验田”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各项制度初步经受住市场的检验。

同时，投资者用“真金白银”对科创板发展前景投出信任票。 今年以来，A股市场波动幅度有所加大，但投资者在市场调整之时不断通过指数基金加仓科创板，科创板ETF获得大量资金申购，份额逆市上升。

成长性持续向好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细分行业龙头的代表，科创板上市公司成长性别具一格。

数据显示，2021年科创板整体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401家公司2021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8184.34亿元，同比增长36%；实现归母净利润929.09亿元，同比增长72%。 其中，近九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2家公司营收增幅超50%；近七成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5家同比翻番。

同时，2022年，部分科创板公司开局良好。 3月8日晚，中芯国际首次披露的月度经营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中芯国际实现营业收入12.23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归母净利润为3.09亿美元，同比增长94.9%。

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截至3月21日，已有14家科创板龙头公司披露2022年前2月经营数据，提前锁定一季度业绩喜报。 具体来看，澜起科技、新益昌、华峰测控3家公司前2月营收、净利润实现翻番。 大全能源、科德数控、孚能科技等公司披露的出货量、产销量等关键经营数据显示，产能扩张正在有序进行。 沪硅产业、振华新材、和辉光电3家上市时未盈利企业，也预告了前两月经营向好，亏损正在大幅收窄。

外资投资比例不断提高

在科创板开市近三年时间里，国际投资者对科创板的投资兴趣日益浓厚，科创板正在迅速进入国际投资者的“购物篮” 。

一方面，国际投资者踊跃参与科创板新股发行。 截至2021年11月底，38家外资机构参与了科创板一级市场的初步询价，其中29家成功获配，金额7.74亿元。 战略配售方面，共有4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6家科创板公司战略配售，合计获配1.57亿股，金额44.84亿元。

另一方面，随着外资投资科创板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外资机构二级市场持股规模不断提高。 截至2月28日，外资通过二级市场持股市值达457亿元。 其中，107家科创板公司获外资机构持股，占公司总数的27%，平均每家公司有7家次外资机构持股，中微公司、西部超导等41家公司外资持股机构超过10名。

此外，2021年第二季度，科创板公司首次纳入三大指数样本，之后数量不断扩充。经过短短1年多的时间，纳入MSCI、富时、标普指数的科创板公司数量分别为18家、36家与24家。市场观察人士认为，这体现了科创板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持续提升。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为了提高国际投资者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今年科创板业绩说明会将更有针对性地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鼓励国际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增设英文互动问答环节，切实提升沟通效率。

专精特新后备军充足

“硬科技”是科创板的底色，作为支持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战场，科创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科创属性特征突出的优秀公司。

具体来看，已上市的401家科创板公司中，有118家公司入选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录、37家被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 在业内人士看来，专精特新“小巨人”聚集，凸显科创板企业专注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科创属性，发挥了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作用。

已上市企业是现在时，后备军是未来时。 目前，科创板专精特新后备军充足。 在工信部2019年至2021年公布的三批“小巨人”企业名单中，截至2021年底，已有189家申报科创板，总体占比26.7%。 其中，2021年受理企业中45家为“小巨人”企业，所处行业涵盖六大科创板行业领域，占2021年受理企业总数的25.4%。

此外，上市以后，科创板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2021年三季报显示，科创板公司合计研发投入达376.68亿元，同比增长40%，投入金额已接近2020年全年水平，研发投入强度平均达13%，居A股各板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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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按兵不动 降息降准仍有空间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3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新 一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两种期限LPR均连续两

月未变。业内专家表示，本月LPR

报价未变符合市场预期， 主要原

因是当月中期借贷便利（MLF）

操作利率保持不变， 同时未现降

准， 加之近期市场利率水平边际

走高，LPR报价行缺乏下调动力。

展望二季度，LPR仍存下调空间。

LPR未降符合预期

对于此次两种期限LPR均未

下调的原因，多位专家分析，一是

作为LPR报价基准的MLF操作

利率本月并未下调， 银行降低

LPR的意愿不强； 二是美联储加

息后，我国货币政策保持“以我

为主” ，但相对更为审慎；三是当

前利率水平已处于低位。

从LPR报价机制看， 光大证

券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一峰表

示， 当下在实践操作中基本形成

了“MLF利率下调—银行综合负

债成本改善—LPR报价下降” 的

传导机制。 2019年LPR报价机制

改革以来， 未出现未降准也未降

息而LPR报价降低的情况。

王一峰介绍，从银行角度看，

今年以来， 机构间存款不均衡现

象有所加剧，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

行存款增长相对乏力， 导致核心

存款利率承压， 而同业存单成交

（NCD） 利率处于震荡上行通

道， 加大了综合负债成本压力。

“在此情况下， 在LPR报价银行

中，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基于商

业化原则， 降低LPR的意愿不

强。 ” 他说。

从外部环境看， 招联金融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当前发达

经济体正在收紧货币政策， 一定

程度上使得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和

金融机构调降政策利率、 市场利

率的行为更加谨慎。

“目前， 中美十年期国债收

益率利差收窄至60多个基点，这

可能是本月未降息的一个原因。

但整体上看，美联储加息25个基

点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掣肘相对

有限。 ”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说。

当前实际贷款利率已处于低

位， 也可能是LPR未降的原因之

一。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日前表

示，2019年8月LPR改革以来，货

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增强， 企业

贷款利率明显下降， 从2019年7

月的 5.32%降至 2022年 1月的

4.5%，累计降幅达0.82个百分点，

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虽然3月LPR按兵不动，但

多位专家认为，后续降息乃至降

准仍有可能。

“后续降准、 降息等工具仍

在工具箱内。 ” 光大银行金融市

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预计，从

趋势看，内需处于恢复阶段，部分

企业仍面临不小挑战。 如果后续

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和内需恢复不

够理想， 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压力将有所上升。

在温彬看来， 未来稳健的货

币政策将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 发挥总量和结构性政

策功能， 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

节， 降息和降准仍然具有空间。

“预计货币政策将坚持以我为

主、主动作为，根据形势变化和实

体经济所需，适时实施降息、降准

等对稳增长有利的政策， 同时应

对好各种风险冲击， 确保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 ” 他说。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易峘认为， 如果不以降息传递信

号，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或需加码，

尤其是在基础货币扩张方面。

此外， 董希淼认为， 下一阶

段， 需通过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降低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 稳定市场信心和

预期，为稳定宏观经济、稳定资本

市场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服务。

继续着力稳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 金融委专题

会议后，市场对5年期以上LPR单

独下降有一定期待。

尽管此次5年期以上LPR并

未降低，但专家预计，相关稳预

期、稳楼市政策有望出台。 易峘

表示，一季度房地产相关政策有

望加大调整力度，包括在房价下

行压力加大的城市边际放松需

求端政策及加速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等。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认为，为了稳定楼市预期，在二

季度LPR报价过程中，5年期以上

LPR有望与1年期LPR实现同等

幅度下降， 以释放明确的稳楼市

信号。

� 3月22日，均普智能、和元生物两家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至此，科创

板上市公司数量达401家，首发募集资金总额超5600亿元，总市值近5万亿元。

从2019年7月22日首批上市25家，到2020年4月29日100家、2020年12月7

日200家，2021年6月28日的300家、再到今日突破400家，科创板在市场规模

稳步壮大的同时，支持“硬科技” 的示范效应持续显现，“改革试验田” 作用得

到较好发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各项制度初步经受住市场的检验。

同时，投资者用“真金白银”对科创板发展前景投

出信任票。 今年以来，A股市场波动幅度有所加大，但

投资者在市场调整之时不断通过指数基金加仓

科创板，科创板ETF获得大量资金申购，份额逆市

上升。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成长性持续向好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细

分行业龙头的代表，科创板上市公司成长

性别具一格。

数据显示，2021年科创板整体实现营

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401家公司

2021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8184.34亿元，

同比增长36%； 实现归母净利润929.09亿

元，同比增长72%。 其中，近九成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2家公司营收增幅

超50%； 近七成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长，55家同比翻番。

同时，2022年，部分科创板公司开局良

好。3月8日晚，中芯国际首次披露的月度经

营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中芯国际实现营

业收入12.23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归母

净利润为3.09亿美元，同比增长94.9%。

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截至3月21日，

已有14家科创板龙头公司披露2022年前2

月经营数据，提前锁定一季度业绩喜报。具

体来看，澜起科技、新益昌、华峰测控3家

公司前2月营收、净利润实现翻番。 大全能

源、科德数控、孚能科技等公司披露的出货

量、产销量等关键经营数据显示，产能扩张

正在有序进行。 沪硅产业、振华新材、和辉

光电3家上市时未盈利企业， 也预告了前

两月经营向好，亏损正在大幅收窄。

专精特新后备军充足

“硬科技” 是科创板的底色，作为支持

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战场，科创板正在吸

引越来越多科创属性特征突出的优秀公司。

具体来看， 已上市的401家科创板公

司中， 有118家公司入选专精特新 “小巨

人” 名录、37家被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在

业内人士看来，专精特新“小巨人” 聚集，

凸显科创板企业专注细分市场、聚焦主业、

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科创属性，发挥了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作用。

已上市企业是现在时， 后备军是未来

时。目前，科创板专精特新后备军充足。 在

工信部2019年至2021年公布的三批 “小

巨人” 企业名单中，截至2021年底，已有

189家申报科创板，总体占比26.7%。 其中，

2021年受理企业中45家为 “小巨人” 企

业，所处行业涵盖六大科创板行业领域，占

2021年受理企业总数的25.4%。

此外，上市以后，科创板企业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 2021年三季报显示，科创板公

司合计研发投入达376.68亿元， 同比增长

40%， 投入金额已接近2020年全年水平，

研发投入强度平均达13%， 居A股各板块

之首。

外资投资比例不断提高

在科创板开市近三年时间里， 国际投

资者对科创板的投资兴趣日益浓厚， 科创

板正在迅速进入国际投资者的“购物篮” 。

一方面， 国际投资者踊跃参与科创板

新股发行。 截至2021年11月底，38家外资

机构参与了科创板一级市场的初步询价，

其中29家成功获配，金额7.74亿元。战略配

售方面，共有4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6家科

创板公司战略配售，合计获配1.57亿股，金

额44.84亿元。

另一方面， 随着外资投资科创板的渠

道进一步拓宽， 外资机构二级市场持股规

模不断提高。 截至2月28日，外资通过二级

市场持股市值达457亿元。 其中，107家科

创板公司获外资机构持股， 占公司总数的

27%， 平均每家公司有7家次外资机构持

股，中微公司、西部超导等41家公司外资

持股机构超过10名。

此外，2021年第二季度， 科创板公司首

次纳入三大指数样本， 之后数量不断扩充。

经过短短1年多的时间，纳入MSCI、富时、标

普指数的科创板公司数量分别为18家、36家

与24家。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这体现了科创

板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持续提升。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为了提高国际投

资者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今年科创板业绩说

明会将更有针对性地邀请国际投资者参与，

鼓励国际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的公司增设英

文互动问答环节，切实提升沟通效率。

上市公司突破400家 科创板成长性吸引力凸显

视觉中国图片

北交所公示首届行业咨询委和承销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北交所3月21日消息， 北交所近

日开展了行业咨询委员会和证券发

行承销自律委员会组建工作，经相关

单位推荐、资格审查、选聘委员会审

议等程序，形成了第一届行业咨询委

和承销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并于3月

21日向市场公示。

行业咨询委作为专家咨询机构，

主要为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中与发行人

业务、技术相关的信息披露问题，国内

外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应用的发展动

态， 及北交所相关行业信息披露规则

的制定提供咨询意见。 第一届行业咨

询委委员候选人共45名，来自高校、科

研院所、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等单位，

委员均为兼职，每届任期两年，可以连

任。北交所根据工作需要，通过书面函

件的方式向咨询事项涉及的相关行业

委员进行咨询， 委员将以个人身份独

立、客观、公正地提供咨询意见。

承销委作为北交所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管理专家咨询机构，主要为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管理提供政策建议和

咨询意见，并作为行业倡导意见的发起

机构向市场发起倡议。第一届承销委委

员候选人共31名，分别来自买方机构和

卖方机构，委员均为兼职，每届任期两

年，可以连任。 承销委以工作会议方式

履行职责，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

下一步， 北交所将严格按照程序

推进行业咨询委和承销委组建工作，

并在组建后对委员加强纪律要求、规

范履职程序，确保行业咨询委、承销委

合规高效运行。

北交所上市公司将迎业绩说明会“首秀”

●本报记者 吴科任

3月21日，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发

布消息称，按照相关规定，北交所上市

公司、 新三板挂牌公司2021年年报业

绩说明会预计将于3月下旬陆续召开。

今年业绩说明会整体上将呈现出

“组织形式更丰富、时间安排更合理、

主题特色更鲜明、 交流方式更多元”

的特点。一是组织形式上，继续统一组

织集体业绩说明会， 提供免费网络平

台和技术服务支持， 降低公司办会成

本；充分尊重公司意愿，公司可以自行

通过其他方式召开。二是时间安排上，

今年是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的

“首秀” ，同时挂牌公司展示自身特色

及与投资者积极沟通的意愿也显著提

升，市场各方关注度较高。为便利公司

与投资者充分交流， 业绩说明会将提

早到3月下旬开始，直至5月下旬结束。

三是特色主题上，为丰富活动形式，今

年还将围绕新能源、生物医药、汽车制

造等行业组织专场 “行业主题周” 业

绩说明会。四是交流形式上，除录制讲

解视频外，鼓励公司通过在线直播、现

场会议等多种方式展示， 引导公司与

投资者在文字互动的基础上， 通过电

话或视频连线交流，增进互动效果。

下一步，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将

引导公司高质量召开业绩说明会，持

续关注业绩说明会运行效果， 努力将

北交所上市公司、 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业绩说明会打造成中小企业传递价

值、投资者发现价值的重要桥梁，在全

市场营造尊重投资者的良好氛围，助

力上市公司、挂牌公司高质量发展。

龙头扎堆创新潮涌 深市民企欣欣向荣

●本报记者 黄灵灵

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 深市民

营企业成为其中一抹亮色。 截至3月

17日，303家深市民企披露年报或业

绩快报，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净利

润同比增长近27%。

薄发源于厚积， 深市已成优质民

企聚集地。 截至3月17日，在深交所上

市的民营企业达1786家，占深市公司

总数近七成； 总市值超20万亿元，占

深市总市值的近六成； 深市民企中龙

头扎堆， 每5家深市民企就能跑出一

匹百亿市值“骏马” ，在落实创新驱动

战略、助力双循环等领域纵横驰骋。

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目前， 深市民营企业已涌现出一

大批龙头企业。 截至3月17日，深市民

营上市公司有399家市值超100亿元，

占民营企业总数的22.34%，其中市值

介于100亿元至500亿元的有345家，

500亿元至1000亿元的有34家，超

1000亿元的有20家。 宁德时代以1.22

万亿元市值居首。

以高精尖为引领， 用高研发做支

撑， 创新已成为深市民营企业的底色。

贝达药业近三年研发支出投入超20亿

元，年均研发强度超40%，公司自主研

发的埃克替尼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赣锋

锂业产品涵盖金属锂、碳酸锂、氢氧化

锂、丁基锂、锂离子电池等五大系列四

十多种产品，被海外锂同行称为“全球

锂超市” ；比亚迪拥有全球领先的电池、

电机、电控及整车核心技术，以及全球

首创的双模技术和双向逆变技术。

行业创新佼佼者不止于此。 深市

民营企业中， 战略新兴产业公司有

766家，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有164家。

战略新兴产业公司蓬勃发展，给

上市公司群体带来示范引领效应。 数

据显示，以“三创四新”为代表的深市

766家战略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

2020年实现净利润1320.58亿元，平均

净利润1.72亿元，同比增长82.98%。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公司数量最多， 分别有261家、

127家、119家，合计占比66.19%；数字

创意、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生物产业

2020年平均净利润规模最大，分别为

5.61亿元、5.52亿元和3.54亿元， 同比

增长619.23%、656.16%和73.53%。

对于未来业绩增长， 受访公司代

表信心满满。“公司第一季度发展趋势

持续向好， 新材料业务板块的核心产

品六氟磷酸锂市场需求旺盛， 随着新

增产能逐步达产， 盈利能力将大幅提

升， 全年经营业绩同比增长将较为乐

观。 ” 多氟多副董事长李凌云表示。

融资畅通释放市场活力

企业茁壮成长， 离不开资本市场

“活水” 浇灌。 分析人士表示，民营企

业充分利用再融资工具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服务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已成为深市再融资市场最主要、 最有

活力的组成部分。

数据显示，深市1786家民营企业

IPO融资合计1.51万亿元，其中，2021

年以来， 深市民企IPO融资金额合计

1801.48亿元。

受益于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 主板与中小板合并等改革举措的

落地实施和稳定运行， 深市再融资市

场活力持续释放。 2021年以来，深市

公司共实施再融资420家次， 融资金

额合计5770.73亿元，其中，民营企业

实施再融资318家次，占比76%；融资

金额3606.79亿元，占比63%。

“活水” 之活， 不仅在于动力强

劲，更在乎精准灌溉。深市民营企业充

分利用再融资工具， 不断深化科技创

新、产业升级。

“活水”流向科技创新，将助力关

键领域实现腾飞。 2021年以来，深市公

司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先进

制造、TMT和“碳中和”等相关领域再

融资较为活跃。 其中，电子、计算机、通

信等行业共实施完成再融资80家次，融

资金额达947.89亿元，主要用于拓展完

善业务产品体系，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生物医药行业实施完成再融资30家次，

融资金额244.80亿元， 投入前沿科技，

扩大产能需求；“碳中和” 相关领域的

电气、电力、环保等行业，共实施完成再

融资29家次， 融资金额356.28亿元，进

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扩大产能。

不仅如此， 再融资实施完成的公

司中，有近三成为市值低于50亿元的

民营企业， 再融资有效缓解中小民营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耐普矿机是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其可转债融资方

案从推出到实施完成仅用时7个月。

并购重组加速产业整合

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做大做强的

有力工具。 深市民营企业积极利用并

购重组实施转型升级，剥离劣质资产，

实现做优做强。

深市民企2021年首次披露重组

方案60单，涉及交易金额483.94亿元；

其中，38单为资产收购， 涉及交易金

额379.43亿元，22单为资产出售，涉及

交易金额104.50亿元。

境内并购和产业整合为主， 估值

更趋理性。 从并购地区来看，38单资

产收购案例中，36单为境内并购，近

六成交易目的为横向整合或战略合

作。 深市民营企业专注境内实体做大

做强的势头较为明显。

以东方盛虹为例，公司通过置入优

质化工资产完善产业布局。东方盛虹去

年4月发布公告筹划购买斯尔邦股权，

12月底便完成斯尔邦股权过户的工商

登记手续。“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快

速切入新领域，增加了多元石化及新能

源、新材料化学品，形成核心原材料平

台+新能源、新材料、电子化学、生物技

术等多元化产业链，即形成1+N的经营

格局。 ”东方盛虹董秘王俊表示，斯尔

邦股东承诺未来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不低于51亿元，同

时斯尔邦将成为上市公司在新能源、新

材料领域的重要平台，有利于显著提升

上市公司发展潜力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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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暖风劲吹 综合施策稳预期

（上接A01版）此外，要加强

风险预期管理， 及时研究和提出

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

案， 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长

期态势。

当下， 境内外不确定因素增

多，坚定对外开放信心至关重要。

高瑞东表示，一方面，美联储受制

于日益严峻的通胀挑战， 不得不

加快其货币紧缩节奏， 我国面临

的内外平衡压力也有所加大；另

一方面， 地缘局势变化导致全球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 进而增

强了我国工业品通胀回落速度的

不确定性。因而，人民银行目前需

要权衡多重限制因素， 相机抉择

的成分明显增大， 既要加大支持

力度，又不能搞“大水漫灌” ，要

精准发力。

此外，对于投资者关于行业

监管政策、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

的担忧，陆挺认为，会议提出“加

大稳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力度”“保持政策稳定性”

“防止和纠正出台不利于市场预

期的政策”“继续做好稳外贸稳

外资工作” 等，有利于消除这些

疑虑。

着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会议提出，加强部门协同，密

切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未

雨绸缪应对新挑战， 采取有针对

性措施稳定市场预期、 提振市场

信心。

在市场人士看来，着力维护

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各部门应

保持监管合力， 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风险底线， 还应加强政策

出台前的协调， 加强与投资者

沟通， 减少对资本市场的不利

影响。

在当前复杂形势下， 发挥监

管合力至关重要。 武汉科技大学

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

为，当前形势下应对金融风险，更

需多部门沟通协作和统筹应对。

各部门形成合力尤为重要。 以中

概股问题为例， 促进中美审计监

管合作尽快达成协议， 国内多部

门应合力尽快寻求解决办法，明

确市场预期。

“要加强风险预期管理，警

惕俄乌局势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价

格带来的影响传导等。目前看，俄

乌冲突对A股市场的影响是暂

时、有限的，更不会改变中国经济

运行趋势。 ”陆挺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 着力维护

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激发市场活

力的政策要尽可能延续实施。

“加强政策协同，坚持系统观点，

及时释放政策信号， 精准推动政

策配套落地， 无疑对市场将起到

长期提振作用， 资本市场将有条

件发挥积极的 ‘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枢纽性作用。” 博时基金董

事长江向阳表示。 证监会近期也

表示， 主动加强与宏观经济管理

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等方面的沟

通协调， 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和

一致性， 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和金融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