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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中国市场

外资提前签约第六届进博会

A02

财经要闻

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

方式。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

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

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

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

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

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 加快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

智慧和力量。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日在浙江省

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为“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

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由世界互

联网大会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承办。

证监会：坚定不移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11月9日在2022年上交

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上致辞时表示， 证监会将坚定

不移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国际投资

者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中国资本市场的

持续开放将更加便利国际投资者投资A股。

“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体现了中国大市

场机遇。 ”方星海说，目前，中国股票、债券、期货市

场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上市公司总市值近80万亿

元。A股市场融资稳步增长，今年前三季度沪深交易

所IPO筹资额分列全球交易所第一和第二位。 多层

次资本市场不断健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相

继落地，大大提升了资本市场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

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主要市场处于不同的内在周

期，这增加了中国市场对全球投资者的价值。

方星海表示， 优质的A股上市公司集中展现

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A股上市公司作为中

国经济的优秀代表， 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充分

的投资选择和良好回报。今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

4800多家上市公司中超八成盈利，共实现营业收

入52万亿元，同比增长8.51%，上市公司利润占规

模以上企业利润的76%。 战略性新兴行业上市公

司超过2200家，技术和业务创新也成为中国上市

公司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一大亮点。

方星海指出， 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开放将更

加便利国际投资者投资A股。 证监会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扩大金融开放的决策部署，资本

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举措渐次落地， 市场互联

互通机制不断优化，基础交易制度不断完善，国际

化品种不断增加，境内外投融资渠道持续拓宽，吸

引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在华投资展业。

个人养老金“箭在弦上”

机构全方位“等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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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时代·基金

回收市场将达千亿级

动力电池“变废为宝”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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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纵横

10月CPI涨幅回落 物价水平整体稳定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2.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下降1.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董莉娟表示，10月份，受节后消费需求

回落、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因素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有所回落。

专家认为， 当前国内物价水平整体稳

定，在保供稳价等措施支持下，物价有望继

续保持温和态势。

CPI同比涨幅回落较多

10月CPI同比上涨2.1%，涨幅比上月回

落0.7个百分点。“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

是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董莉娟

分析。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近期蔬菜供应量充足， 导致菜价出现较大

幅度回落；同时，能源价格同比涨幅延续回

落势头，叠加去年同期基数偏高，导致10月

CPI同比涨幅回落较多。

数据显示，10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7.0%，涨幅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1.26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1.1%， 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0.88个百分点。

“10月国内物价表现温和。 从供需基

本面、保供稳价政策看，猪肉、蔬菜价格波

动整体处于可控范围。”光大银行金融市场

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 保供稳价措施

支持， 工业品供应充足， 能源商品价格回

落，国内物价有望继续保持温和态势。

从核心CPI来看， 物价水平整体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0月份，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与上

月相同。

“核心CPI同比持续处于低位，表明当

前国内物价水平整体稳定。 ” 王青说，预计

四季度物价水平将持续处于3.0%左右的物

价调控目标之内。

PPI同比由涨转降

10月PPI环比上涨0.2%， 同比下降

1.3%。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同

比上涨的有27个，比上月减少3个。

董莉娟表示，10月份，部分行业需求有

所增加，全国PPI环比小幅上涨，但受去年

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同比由涨转降。 据

测算， 在10月份1.3%的PPI同比降幅中，去

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2个百分

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

“10月国际商品价格延续回落态势，国

内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显现，（下转A02版）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1:1展示舱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观众在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参观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

11

月

8

日摄）。

11

月

8

日至

13

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在珠海举行。 展会中，按真实比例

1:1

制作而成的中国空间站组合

体展示舱成为展会上的观众打卡点。

据了解，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呈“

T

”字基本

构型结构分布。 新华社图文

扩大有效投资 积极财政持续发力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水利资金941亿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1485亿元……近日， 多项中央财

政预算资金提前下达。

专家认为， 提前下达财政预算资金有

助于推动相关项目尽快落地实施， 扩大有

效投资。 为促进投资持续向好，积极财政政

策力度有望持续加大，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提供重要支撑。

预算资金提前下达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多项

中央财政预算资金提前下达。

财政部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85亿元， 支持地

方政府将相应资金编入本级预算， 提前谋

划2023年巩固衔接工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主任何代欣认为， 提前下达衔接资金对

于农业生产包括相关行业的投入具有较强

的带动作用， 也有助于为明年经济发展和

农业生产开好头。

此外，财政部还提前下达有关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2023年财政水利相关资金941亿元，较

2022年提前下达金额（同口径）增加44亿

元。 其中，提前下达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70亿元。

水利建设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领域，2023年财政水利相关资金提前下达，

为支持地方提前谋划实施2023年水利项目

建设、尽快形成有效投资提供有力保障。 何

代欣表示， 水利相关资金提前下达有利于

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加快推动水

利建设投资。

财政部表示， 将督促各地切实管好用好

水利资金，加快预算分解下达，推动项目尽快

落地实施，抓紧扩大有效投资，为稳住经济大

盘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资金支持加快跟进

扩大有效投资是目前稳经济的重要抓

手。 为尽快推动形成实物工作量，资金支持

加快跟进。

一方面， 专项债结存限额加快盘活。

“专项债是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 民

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参照专项

债带动基建总投资规模30%的比例进行测

算， 四季度发行专项债结存额度规模约为

5022.01亿元， 投向基建领域的规模约为

2912.77亿元，可撬动的基建项目投资规模

约为9709.22亿元。

另一方面，被称为“准财政” 的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也在发力。（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