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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外市场同步出手

中国石化上市以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

●本报记者 张军

中国石化日前发布公告称， 斥资18.88

亿元回购4.42亿股A股股份。 这是中国石化

上市以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其成为以提升

企业价值、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在A股、H

股两个市场同时实施股份回购的首家大型

央企上市公司。

此前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先后印发

《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

均有要求维护公司价值的相关表述，央企上

市公司价值和改革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中国石化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回购是中国石化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回购取得

预期效果。 下一步，公司将以开展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专项行动工作为契机，着力提升治

理能力，增强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回报能

力，注重维护企业价值及股东权益，助力资

本市场稳定。

获得市场认可

回顾中国石化此次股份回购，效率不可

谓不高。 8月28日，中国石化发布回购公告。

9月21日，公司首次开展回购工作。

中国石化日前发布公告称， 截至11月

25日，已回购4.42亿股A股股份，斥资18.88

亿元。

中国石化表示，此次回购的A股股份将

暂存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并在公告披

露后按规定予以注销。

“中国石化给中字头央企回购股份做

出表率。 ” 一位长期关注央企投资机会的人

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对中国石化而言，公司回购并注销股份

可有效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

指标，进一步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中国石化回购股份恰逢证监会提出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倡议的时

间节点。 作为大型骨干央企，公司市场热度

明显提升，A股及H股股票已连涨多日。 在

中国石化有关负责人看来，回购股份工作取

得了预期效果。

Wind数据显示， 若从9月21日开始计

算，截至11月25日，中国石化A股股价上涨

6.40%，跑赢上证指数7.06个百分点，在沪深

300成分股中排名前25%。

中信证券发布的研报认为，中国石化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彰显其对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此次回购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

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机制 做“首吃螃蟹者”

中国石化是中国最大的一体化能源化

工企业之一，总股本约1211亿股，控股股东

中国石化集团持股占比68.9%， 其他A股股

东持股占比10.6%， 其他H股股东持股占比

20.5%。

“近年来，中国石化积极贯彻落实《关

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精神和

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要求，努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积极回应境内外投资者

关切，研究、储备了包括回购股份在内的多

种资本市场价值管理工具，择机实施。”中国

石化有关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国石化此次回购备受各方关注。 探

究原因， 这是该公司上市以来首次实施股

份回购。 中国石化也成为以提升企业价值、

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 在A股、H股两个市

场同时实施股份回购的首家大型央企上市

公司。

上述回购在大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

没有先例，这意味着中国石化需要“摸着石

头过河” 。

具体来看， 中国石化此次回购涉及内

地、香港两个市场，相关监管规则要求严格

且差异较大， 操作中涉及公司内部多个部

门，如何依法合规、高质量完成回购工作是

公司要闯的第一道“关” 。

中国石化为此成立了由高级管理人员担

任组长的工作组， 制定了内部协调和工作流

程，及时统筹境内外操作策略、资金调度、信

息披露等多线条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

第二道“关”是两个市场不同的信披要

求。“怎么披？ 何时披？ 披什么？ 公司做了

非常多的研究。 ”（下转A02版）

习近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更 好 走 向 世 界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 要扎实做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 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

评审，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目前，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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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密集开工

高铁建设按下“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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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产业化进程提速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 实现增产丰收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日前将收获的水稻装车。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年粮食实现增产丰收。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13731

亿斤，比上年增加

74

亿斤，增长

0.5%

，粮食

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

2022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75

亿亩，比上年增加

1051.9

万亩，增长

0.6%

；全国粮食作物单产

386.8

公斤

/

亩，每亩产量

比上年减少

0.2

公斤，下降

0.1%

。

2022

年，全国夏粮和早稻产量分别为

2948.1

亿斤和

562.5

亿斤，比上年增加

28.9

亿斤和

2.1

亿斤。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今年南方地区持续高温干旱，对秋粮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中央财政紧急安排农业生产和水利救

灾资金，各地全力抗旱救灾，强化田间管理，特别是近年来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对农业防灾减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秋粮产量

10220

亿

斤，比上年增加

42.5

亿斤。 新华社图文

信贷支持有力 经济增长预期改善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12月12日发布11月金融数据。

专家表示，11月新增信贷有所改善， 既表明金融

支持经济力度加大，也反映出市场主体对经济增

长的预期逐步改善。 着眼于促进经济恢复，预计

今后一段时间，稳增长政策仍将继续加力，而保持

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持续推进宽信用进程，仍是实

施好金融政策的重要方面。

信贷支持力度加大

1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少增

596亿元。 专家表示，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

续措施落地见效，重点基建项目、小微民营企业等

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明显增强，宽信用政策

效果正逐步显现。

分部门看，11月，住户贷款增加2627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5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103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837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减少241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7367亿

元，票据融资增加154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减少99亿元。

“11月信贷数据中， 企业中长期贷款表现相

当不错，新增7367亿元，上年同期为3417亿元。 ”

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奇霖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11月抵押

补充贷款显著放量，直接推动银行对基建投资的信

贷投放规模； 两批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投放完毕后，

带动后续商业银行配套贷款跟进；设备更新改造专

项再贷款，继续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保持高增势

头。 此外，伴随11月“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 的推

出，银行对房地产企业授信额度大幅增加。

“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连续多增， 意味着企

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在稳步改善。 ” 中国银行研

究院研究员梁斯补充道。

M2同比增速保持高位

值得一提的是，11月M2同比增速继续维持

在近一段时间高位水平———11月末，M2余额

264.7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高0.6个和3.9个百分点。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认为，

M2同比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在稳增长背景下，

广义流动性水平保持在较为充裕的状态。

“M2同比增速维持在高位，说明国内货币环

境较为宽松，反映出今年以来为应对短期因素扰

动，金融政策在助企纾困、稳增长等方面力度明

显加大。 ”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

华说。

梁斯分析，11月M2同比增速再次走高， 与当

月居民存款大幅多增有一定关系。（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