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版图“多点开花”

险资力挺核心资产

（上接A01版）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朱南军表示，展望未来，我

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渠道将更加

多元，投资领域更贴近产业，配套监

管措施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定制化、

系统化迈进。

紧抓产业变迁规律

今年以来，面对资本市场波动，

险资坚守长期主义、价值投资视角，

保持自身投资定力， 做市场机会的

挖掘者。

“前段时间， 公司进行了较多

的权益布局， 预计能对今年整个投

资业绩贡献一定的弹性。 ” 一位保

险资管机构人士透露， 当前业界认

为A股配置价值凸显， 不少保险资

管机构近期已以较低的配置成本加

仓了权益资产。

大家资产董事总经理吴剑飞表

示，从影响因素看，国内疫情、海外

紧缩等已边际改善，预计2023年将

迎来恢复窗口期；投资策略上，重点

布局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

等领域。

“权益投资方面，在经济结构转

型阶段， 新兴成长行业充满投资机

会。”泰康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

席投资官段国圣表示， 保险资管机

构应当加大对新兴成长行业的投研

投入和长期布局，积极关注健康、消

费、双碳、科技等优质赛道的产业投

资机会，发挥长期资本优势，把握时

代机遇，更好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大家资产总经理助理张承刚表

示，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细分领域

和中长期维度具有成长性行业的重

点研究， 挖掘相关领域的超额收益

机会。

第24届上市公司金牛奖榜单揭晓

（上接A01版）同时，中上协将

继续推动形成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局面，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目标如期实现。

当前， 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

变，产业链格局面临重构，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企

业需轻装上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余永定表示，稳定企业杠杆

率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发挥资本市

场作用。

做好ESG工作是促进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国资委研

究中心副主任郑东华表示， 中央企

业把ESG信息披露作为提升上市公

司质量的抓手。 郑东华援引中证

ESG数据称，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报告披露率达61.39%，大部

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评级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征程上，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

究院副院长郭戎表示， 需营造高度

包容的创新环境，推动科技、产业、

金融高水平循环。 促进各类创新要

素向企业聚集， 面向新企业、 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制定专项鼓励政

策。在规范平台经济的基础上，加大

鼓励平台经济创新， 更多培育具有

一流的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型平台企

业。 此外，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创

新精神、企业家精神。

当日，第24届上市公司金牛奖

颁奖典礼揭晓了2021年度金牛企

业领袖奖、2021年度金牛最具投资

价值奖 、2021年度金牛科创奖 、

2021年度金牛董秘奖、2021年度金

牛社会责任奖、2021年度金牛北交

所公司奖、2021年度投资者关系管

理奖七大奖项，398家上市公司及

其高管获奖。其中，金牛北交所公司

奖为首次设立。

退市数量创新高 吐故纳新优化市场生态

（上接A01版）退市不是目的而是

手段， 归根到底是要促进优胜劣汰、质

量提升。破产重整同样是化解上市公司

风险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举措

之一。 近期， 包括*ST海核、*ST方科、

*ST尤夫、*ST安控等多家被实施风险

警示处理的上市公司纷纷披露，其重整

计划已获法院批准。

证监会近期印发的 《推动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5）》指出，要优化上市公司破产重

整制度， 支持符合条件且具有挽救价

值的危困公司通过破产重整实现重

生。“从实际案例看，经过破产重整，一

些上市公司偿债风险明显化解， 资金

占用、 违规担保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解决， 企业控制权实现平稳交

接。 ”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

利辉如是说。

完善退出生态 助力高质量发展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 市场普遍预

期，着眼把好“出口关” ，退市新规不是

终点，完善退市机制、优化监管生态仍

然处于进行时。

一方面，常态化退市机制有望巩固

深化，制度执行将进一步强化。 李明介

绍，在出口端，将确保退市改革执行不

走形、不变样，坚决把“空壳僵尸” 和

“害群之马” 清出市场；同时，优化上市

公司破产重整制度，支持符合条件且具

有挽救价值的危困公司通过破产重整

实现重生。

另一方面，着眼于“退得下”与“退

得稳” ，投资者保护机制也将更加完善。

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

后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退

市程序衔接，优化退市公司持续监管制

度，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退市公司

监管体制。“推动退市僵尸企业进行破

产清算，通过加强适当性管理避免非理

性投资，符合条件的退市公司还可以申

请重新上市或者在新三板挂牌交易、转

让等，这些特殊安排将在更深层次强化

投资者保护。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

法律学院教授郑彧表示。

监管部门特别强调，对退市的评价

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应退尽退” ，

更重要的是要扭转市场投资理念、生态

系统，解决证券监管资源长期与风险公

司的无谓纠缠，帮助地方政府腾出手来

更好谋划发展。

现如今，“应退尽退” 明确预期之

下，“炒小”“炒差” 之风逐渐得到有效

遏制。“在试点注册制过程中，市场优胜

劣汰机制逐步完善，对价值投资的支持

更加突出。 随着‘壳价值’ 下降，‘炒

差’ 日益减少， 优质公司股票更受青

睐。 ”李湛说。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798.81 1802.91 1786.01 1795.99 1792.94 -2.68 -0.15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1401.1 1404.29 1391.13 1398.91 1396.53 -2.08 -0.15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85.78 1189.31 1181.66 1186.29 -1.01 1184.36

易盛农基指数 1450.41 1455.56 1448.02 1454.27 0.65 14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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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成色足

科创板2022年成绩亮眼

●本报记者 黄一灵

回首2022年，科创板“硬科技”

特色更加鲜明， 制度包容性进一步

凸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

年124家公司在科创板上市，IPO募

资净额约2400亿元， 占全年A股募

资净额的四成， 有力地支持了硬科

技企业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链协同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

的核心， 芯片是集成电路的主要载

体。 2022年科创板迎来“芯” 年，集

成电路行业IPO募资 “井喷” 。 目

前， 科创板已有84家集成电路公

司， 数量占A股集成电路公司的半

壁江山。 科创板总市值前十的公司

中，有4家为芯片产业公司。

今年， 科创板发布了上证科创

板芯片指数。 该指数是继科创50、

科创信息、 科创生物等行业主题指

数后又一条表征科创板市场的重要

指数， 标志着科创板集成电路产业

链协同发展生态逐步形成。

包容性进一步凸显

2022年，科创板对“硬科技”

企业的包容性进一步凸显。

数据显示，2022年共有8家企

业通过“第五套标准” 在科创板上

市，数量同比翻倍。 目前，科创板已

有108家生物医药行业企业， 成为

美国、 中国香港之外全球主要上市

地，其中采用“第五套标准” 上市的

企业有19家，创新药研发企业的集

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更加突出。

科创板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

架构企业上市数量也出现大幅增

长。 目前科创板共有45家上市时

未盈利企业， 其中2022年上市的

公司就有19家， 数量同比翻倍。

2022年共有4家特殊股权架构企

业上市， 占科创板特殊股权架构

企业的一半。

今年科创板转板上市机制也顺

利落地实施。 5月25日，北交所公司

观典防务转板到科创板上市， 成为

国内转板上市第一股， 也是首家成

功转板科创板的北交所企业。

“新兵” 业绩增速亮眼

2022年科创板继续收获多项

百亿元大单。 科创板开板以来，IPO

募集资金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6

家，其中3家是在2022年上市，包括

晶科能源、海光信息、联影医疗。 上

市至今，联影医疗、晶科能源市值稳

居千亿元水平， 成为稳定科创板大

盘的“压舱石” 。

整体来看， 今年共124家企业

登陆科创板。 这124家科创板 “新

兵” 充分体现了“硬科技” 公司的

活力和韧性， 为科创板增长注入强

劲动能。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述

124家公司实现营收合计1595.27亿

元，同比增长约49%，比科创板整体

水平高出约16个百分点，11家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超100%；实现净利润

合计130.20亿元，同比增长约60%，

比科创板整体水平高出约35个百

分点，21家同比增长超100%。

贯彻———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

（详见中证网 www.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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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全球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

在四川雅江开工建设

12月29日拍摄的雅砻江两河口水

电站水库。

12月29日，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雅江县的雅砻江两河口混合式

抽水蓄能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作为四

川省“十四五” 时期加快推进的重点

项目， 两河口混蓄项目是四川省首个

抽水蓄能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项目。

新华社图文

机构展望2023年A股投资机遇

●本报记者 张凌之 见习记者 张一雪

12月29日晚，在“基金服务万里行

之建行·中证报金牛基金巡讲” 线上直

播活动中，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副总经

理姜锋和天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刘

晨明围绕“全年收官在即 2023如何排

兵布阵？ ” 展开精彩对话，金句频现。

在两位嘉宾看来，2023年市场或出

现一定机会，预计市场在年中大概率处于

牛熊转换期，可能会演绎出小幅震荡上台

阶的格局，属于典型的过渡和转折之年。

2023年或是转折之年

11月以来，A股市场迎来一波修复

行情，消费、地产、金融等板块均出现上

涨。临近年底，市场再次经历小幅震荡。

姜锋表示， 前段时间的复苏交易多

为政策驱动， 出现反弹行情的行业未来

能否持续上涨，还需经过基本面的验证。

结合目前基本面情况和市场估值水平，

2023年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机会。 其

中， 内需复苏交易有望主导市场复苏，

自主可控主题和国企改革值得关注。

刘晨明认为，当前市场进一步下行

空间不大，2023年市场的关键词将是

“穿越隧道” ，预计在明年年中的时候，

市场大概率处于牛熊转换期，可能会演

绎出小幅震荡上台阶的格局，属于典型

的过渡和转折之年。

姜锋预计，明年的财政政策大概率

会比较积极， 货币政策则会以稳为主。

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相对看好国内权益

市场，如果经济复苏力度较强，商品也

可能存在机会。随着“第三支箭” 射出，

信贷、债券、股权“三箭齐发” 合力推动

房地产融资，以地产为代表的稳增长政

策将给明年经济复苏增加动力，建议投

资者关注顺周期行业复苏弹性。

在刘晨明看来，短期内看好传统经济

相关板块，大消费、大金融可能难以出现

趋势性大幅上行的机会， 更多可能是跟

随经济复苏而表现为小幅震荡上台阶。就

未来的长期趋势来看，更看好新兴产业。

大消费板块拐点未明

岁末年终，不少投资人会重新调整

自己的投资布局，姜锋表示，近期在自

己管理的组合中增加了医药行业。

11月以来，消费板块涨势明显。姜锋

认为，当前消费板块处于较为合理位置，

未来仍需要根据经济复苏力度寻找结构

性机会。酒店餐饮、旅游、航空机场等行业

当前的市值已经回到2019年的水平附

近，基本面的兑现还需要一定时间。

刘晨明指出，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

消费板块的超额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中长期贷款的表现。中长期贷款是否

有弹性，决定了传统经济板块的业绩弹

性， 也决定了市场风格能否切向大消

费、大金融和互联网。

今年以来， 新能源板块整体出现回

调。 姜锋认为，风电、光伏、新能源车、储

能等板块的当前估值都在最近三年的较

低位置，就行业需求的可预见性来看，储

能、海风的景气度相对靠前。

政策信号明确 房地产预期向好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这几个月下来，我觉得微光在逐

步变成曙光。 从整个行业来看，政策面

都在逐步向好，而且在力度、广度上全

面超出预期。 ” 近日，万科董事会主席

郁亮在万科临时股东大会上如是说。

专家表示，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再到

预期层面， 近期政策举措密集出台，并

有新举措酝酿推出，形成共促房地产平

稳健康发展的合力。 只要做好应对工

作，房地产风险将得到化解，市场将恢

复平稳发展。

疏通堵点

“房地产链条长、涉及面广，是国

民经济支柱产业。 ” 近日，中央财办有

关负责同志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时表示，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

的重要性，做好应对工作，确保房地产

市场平稳发展。

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房地产行业

融资支持政策密集出台，各类融资“堵

点”不断疏通。

2022年11月28日， 证监会决定在

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5项措施，除

IPO之外，房企股权融资渠道基本打通。

至此，房地产信贷、债券、股权“三箭尽

出” ， 合力为行业提供足够流动性，满

足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12月28日， 中国民生银行分别与

电建地产、大悦城控股、五矿地产等12

家房企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一个

月内， 该行已先后与数十家房企实现

签约。

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 已有120多家房地产企业获得银行

新增授信，60余家银行机构积极向房企

授信，总额度超过4.8万亿元。 民营房企

债券意向发债规模超千亿元，通过增信

担保已发行的债券共10笔， 融资总额

83.3亿元。 30余家房企公布配股或定向

增发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央企国企、民

企、混合所有制企业均有参与。

“对于规模房企来说， 再融资渠道

恢复通畅， 不仅意味着企业可通过再融

资保交楼、还债务，还可趁此机会开展并

购重组，扩大经营优势。对于出险房企来

说， 此次政策无疑是打开了一扇 ‘新

窗’ 。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说。

业内普遍认为，“三支箭” 政策落

地将助力房地产行业进入良性循环。中

信证券研报指出，系列政策举措帮助房

地产企业恢复融资，改善流动性，从而

稳定行业和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行业

进入良性循环，发挥其作为国民经济支

柱产业的作用。

信心修复

政策持续加力开启房地产市场的

信心修复之路。

与郁亮的观点相似，碧桂园董事局

主席杨国强说：“地产的曙光已经显

现，要相信地产有稳定发展的未来。 ”

不仅是规模房企，部分中小企业也

感受到了市场预期的变化。

“除了刚开盘那阵子，后面房子基

本上就卖不动了，但进入11月，情况又

逐渐好起来了。 ” 内蒙古一家中小民营

房企的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我们的项目周边生活配套很齐

全，放在往年根本不会出现卖不动的情

况。 对于后来卖不动的情况，我们分析

是客户看到的地产负面新闻太多，担心

我们也有潜在的资金链问题，怕项目烂

尾，观望情绪变重了。 ” 这位房企负责

人说，“到了11月，项目差不多封顶了，

购房者也放心了，再加上国家和地方都

给了支持政策， 大家多少有了点信心，

也就一个月的工夫，就清盘了，这下大

家都能过个好年了。 ”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11月，70个

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环比

下降的城市有51个，比上月减少了7个。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李宇嘉分析，11月新房价格环比下

降的城市数量减少有三个原因：一是保

交楼提速， 市场对期房的接受度回升。

二是房企资金面开始改善，降价促销的

力度下降。 三是需求端纾困力度加大，

热点城市开始退出或调整限购限贷政

策，有的甚至推出阶段性买房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对需求有促进效应。

在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提振信心

方面，业内认为，除了在供给端出招以

外，还可进一步完善针对需求端的支持

政策，着力改善预期、释放消费潜力，扩

大有效需求。

转机在望

近期，高层多次强调房地产行业的

重要性，重申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在业内人士看来，此类明确表态，

释放了强烈信号，未来供需两端的支持

政策逐步显效并继续加码，将促进房地

产市场迎来转机，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在支柱产业定位之下，预计未来

房地产供需两端政策的优化和完善也

将更直接和迅速， 力度有望进一步加

大。 ”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

总监陈文静说。

李宇嘉认为，2023年“三支箭” 等

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将加快保交楼的实

质性进展， 护航房地产行业持续恢复。

消费者对购买新房的观望情绪也有望

缓解，促使今年部分延迟的购买需求在

2023年逐步释放，换房退税等改善性需

求支持政策也会促使换房需求在2023

年入市，2023年市场或将逐步呈现量价

趋稳的走势。

对于明年房地产政策优化方向，多

位业内专家表示，不会偏离“稳” 这个

大前提。

丁祖昱预计，2023年中央政策将继

续发挥托底作用，重点在于全面落实保

交楼、引导房地产市场底部修复。 克而

瑞研究中心认为，2023年将是全力拼经

济的关键时期，预计房地产行业整体回

稳，实现底部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