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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中国交建REIT获热捧 首日认购逾800亿元

●本报记者 葛瑶

4月7日，2022年首只公募REITs———华

夏中国交建REIT正式面向公众发售。 据渠道

人士透露，华夏中国交建REIT认购火爆，发售

首日公众投资者认购金额已超过800亿元，公

众配售比例或创新低。 募集完成后，华夏中国

交建REIT将成为目前国内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公募REITs产品。

公众部分将启动比例配售

近期，权益市场发行有所回暖，华夏中国

交建REIT的发行进一步点燃投资者热情。 中

国证券报记者从渠道方面了解到，4月7日开

始发行的华夏中国交建REIT认购金额超过

800亿元，超过预定募集规模，公众配售比例

或低于0.9%。

一位渠道人士告诉记者， 华夏中国交建

REIT仅上午认购规模便突破百亿元。 “买华

夏中国交建REIT的人太多了。 我看到有人买

了20多万元的，应该还有更多的。 你随时可以

下单，但是能买上多少就不知道了。 ”

此前公告显示， 华夏中国交建REIT面向

公众投资者发售的初始基金份额数量为0.75

亿份，规模为7.04925亿元。 以此计算，华夏中

国交建REIT的公众部分将启动比例配售，比

例或低于0.9%， 将打破此前中航首钢生物质

REIT1.76%的公众配售比例纪录。 此外，华夏

中国交建REIT达到93.99亿元的募集规模上

限后，将成为目前国内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公募

REITs产品。

前两批公募REITs运行平稳

截至目前， 前两批共11只基础设施公募

REITs产品发行并上市。 从此前发售经验来

看，面对有限的公众发售份额，个人投资者对

公募REITs认购热情较高，导致公募REITs的

公众份额供不应求。而公募REITs稳定的分红

以及较高的二级市场溢价率或成为主因。

自上市以来，5只公募REITs实现分红，其

中平安广州交投广河高速公路REIT分红收益

率比例较高， 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5.271

元。 此外，浙商证券沪杭甬高速REIT、中航首

钢生物质REIT、 中金普洛斯仓储物流REIT、

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REIT也实现分红。

公募REITs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同样引人

注目。 自上市以来至4月7日，除平安广州交投

广河高速公路REIT以外，其余10只公募RE-

ITs二级市场价格实现溢价。 其中，中航首钢

生物质 REIT 二级 市场 溢 价 率 最 高 ， 达

57.40%，富国首创水务REIT紧随其后，二级

市场溢价率达54.37%。 此外，红土创新盐田港

仓储物流REIT、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REIT溢

价率也超过40%。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一般是没有充裕

的资本和契机直接投资到大型实物资产项目

上去的。 ” 华夏中国交建REIT拟任基金经理

莫一帆表示，REITs则是将实物资产项目等分

成为小额的有价证券，让公众投资人也可以参

与，获得大型实物资产的回报，并分享国家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机构投资者认购热情高

公告显示， 华夏中国交建REIT通过三种

方式发行，即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公众发售三

种方式。不仅公众认购份额“僧多肉少” ，战略

配售和网下发售部分的投资者同样展现出极

大热情。

具体来看，战略配售份额7.5亿份，占基金

份额发售总数的75%。 战略投资者共40位，其

中包括工银安盛人寿等8家险企、申万宏源等

7家证券公司。

网下初始发售份额为1.75亿份，占扣除向

战略投资者配售部分后发售总数的70%。 在

询价阶段，公告显示，剔除无效报价后，华夏

中国交建REIT共收到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

为64家，管理的配售对象数量为149个，有效

认购数量总和为664970万份， 为初始网下发

售份额数量的38倍，位居已面市的6只特许经

营权类公募REITs网下询价有效认购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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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三号03星

4

月

7

日

7

时

47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三号

03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图文

把好能源民生两大关口

沪企全力以赴保障城市有序运转

跨境资金流入总体回升 外储规模稳定有支撑

●本报记者 彭扬

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880亿美元，较2月末下降258亿美元，降幅

为0.8%。 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表示，我国跨境资金流入总体回

升，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但我国经济韧

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支撑外

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外储规模持稳有基础

对于3月外汇储备规模有所回落的原因，

专家表示，主要是由于估值因素引起。 3月，美

元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

王春英分析，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国

家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局势、新冠肺炎疫情等

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国家债券价格

总体下跌。 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

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

化等因素综合作用，3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展望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继续保持

稳定的基础。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一系

列稳增长政策靠前发力下，前两个月我国工业

增加值、投资、消费等主要宏观数据实现较快

增长，反映出政策逐渐发挥效果。 近期减税降

费、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有

望加快落地实施， 有助于为实体经济纾困，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将对外汇储备规模保

持稳定形成支撑。

中长期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日前发布的

“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 数据显

示，2021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

中的占比，由去年三季度的2.66%升至2.79%，

位居全球第五位。 这也是IMF自2016年开始

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中长期看，人民币资产仍具有较强吸引

力。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基本面复苏的确定性

更强、投资性价比更高、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

进等因素，人民币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将越来

越强。

从投资属性看，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报告

指出，人民币资产具有较强投资属性。 当前大宗

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中

国经济表现平稳，通胀水平总体温和，对海外

资金来说，人民币资产是优良的投资选择。

从证券市场看，《202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

告》 强调， 在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

位、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税收优惠政策延期、

我国国债纳入富时罗素世界债券国债指数等

多重利好因素作用下，我国证券市场保持对外

资的吸引力。

不过，温彬也提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冲

突仍在持续，粮食、能源、金属等价格持续上

涨，全球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可能采取更大

幅度的加息，缩表箭在弦上，这些因素可能导

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对我国产生外溢效

应。 我国宏观政策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基调，以我为主，主动作为，关注形势和政策变

化，研究制定应对预案，及时出台有利于稳定

市场预期的措施，应对好各种风险冲击。

二季度稳增长力度将加大 财政货币政策料出招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抓紧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

举措，有的可提前实施。专家认为，当前国内外

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经济面临新的下行

压力，二季度需继续加大稳增长力度。 地方专

项债剩余额度可能加快下达， 着力稳投资；货

币政策后续将总量措施加结构性工具并举，在

宽信用和降成本的导向下，二季度是降准的重

要观察期。

加大稳增长力度必要性提升

当下，我国经济在面临“三重压力” 的

同时又面临新的挑战。 从外部因素看，俄乌

冲突等地缘政治冲击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美联储加息节奏有可能加快；从内部

因素看，国内疫情局部多发，对经济复苏造

成干扰。

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程强表示，近期

国内多地出现疫情，对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造

成较大影响， 局部地区生产指数跌入收缩区

间；供需循环放缓，市场需求进一步下探；道路

交通运输效率明显下降， 配送交货时间变慢

等。 “除疫情因素外，价格趋势和通胀问题也

在持续扰动经济运行。 ” 他说。

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有的超出

预期，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在这样的背

景下，专家认为，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的必要

性提升。

“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作

用更直接， 结构性政策更能兼顾短期和长期、

结构与总量。 ” 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固定

收益首席分析师张继强说。

宏观政策适时加大力度将对经济起到重

要稳定作用。在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

看来，虽然一季度经济仍处筑底阶段，但随着

财政政策的大力度落实，房地产监管政策的因

城施策、边际调整，货币政策的相机调整，二季

度经济企稳仍有支撑。

降准降息仍有可能

就二季度货币政策而言， 业内人士称，国

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加大货币政策实施力

度。 当前宽松预期明显上升，下一阶段货币调

控空间较大。（下转A02版）

央行：依法加强

平台企业支付业务监管

人民银行

4

月

7

日召开

2022

年支付结算

工作电视会议。会议要求，要服务总体部署，

依法加强平台企业支付业务监管，系统推进

跨境赌博、 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支付活动

“资金链”治理，完善支付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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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产能结构性过剩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