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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以及沪深北交易所关于春节期间

休市的安排， 本报2023年1月21日至29日

休刊，30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抓项目 抢订单 长三角上市公司开年下好先手棋

●本报记者 乔翔

“这段时间几乎都在外面跑。” 浙江一家汽

车零部件上市公司某业务负责人坦言， 公司凭

借技术实力此前绑定了不少优质客户， 但在增

量方面过去的一年并不突出。 公司要以初创时

的心态去开拓市场，不断提升竞争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岁末年

初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不少长三角上市公司相关

业务负责人带着团队投入到订单洽谈、项目合作

等事务当中，全速推进前期募投项目达产或启动

新项目建设，同时不断研发新产品以做好技术储

备，力求为2023年良好开局提供保障。

业内人士表示， 相关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环

境变化客观上会对企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

对优秀企业反而是成长机会， 那些具备前瞻性

和执行力的企业将迅速拉开与同行的差距，稳

步提升业内影响力。

谈合作签订单“双管齐下”

岁末年初之际向来是上市公司抢抓订单签

约、力推合作达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承上启下

的重要阶段，上市公司纷纷开足马力，力求打响

“头炮” 。

作为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

阳光电源可谓“火力全开” ，积极为业务拓展提

供动能。

阳光电源与韩国三星C&T公司近日签署卡

塔尔814MWac光伏项目供货协议。据悉，该电站

并网后将成为卡塔尔最大的光伏电站。

事实上，阳光电源自2022年年末以来已连

续签约多个重磅合作项目。“2022年12月中下

旬， 我们与法国著名能源集团ENGIE签署

638MWh� Coya储能项目合作协议，该储能电

站建成后将成为拉美最大的储能项目， 也是全

球最大光储直流耦合项目之一。 ” 阳光电源拉

美区域负责人李艳向记者透露。

从具体开工建设周期不难看出，阳光电源对

此次与行业巨头的深度合作十分重视。“此次储

能电站项目启动速度很快，已于签约当月开始建

设，预计2024年一季度并网投运。 ”李艳说。

李艳告诉记者，其实2022年10月ENGIE建

设的Coya光伏电站就全部采用了阳光电源的

1500V逆变解决方案。“算起来，2022年年底的

这次合作已是阳光电源携手ENGIE在智利打

造的第四个项目了。 ”

有母公司“打样” ，子公司也没闲着。 作为

阳光电源控股企业， 专注于零碳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阳光慧碳在2023年年初成功中标“长城汽

车重庆基地零碳项目” 。

“2022年年末， 我们围绕商业地产低碳

生态圈这一理念打造的综合管理平台如期实

现交付。虽然此前面临诸多挑战，但项目团队

还是咬牙坚持下来。 ” 谈及此次中标的意义，

阳光慧碳总裁陈潇说， 此次中标的新项目是

继零碳园区等领域后拿下的又一个典型零碳

场景，也是在汽车场景获得的又一标杆项目，

为公司重点建设典型场景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夯实地基。

另一方面， 充沛的在手订单更是让部分公

司对2023年的生产信心十足。（下转A03版）

煤电气能源保供 央企担当主力军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迎峰度冬关键时期， 国资委部署央企全

面打响能源保供攻坚战。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集

团、国家管网集团、中国华能等多家央企获

悉，央企正纷纷采取行动，全力以赴保煤、

保电、保气，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用能

需求。

破解“燃煤之急”

为破解“燃煤之急” ，各煤炭企业全力以

赴增产量、 稳价格、 签长协， 充分发挥煤炭

“压舱石” 作用。

“2022年，国家能源集团实现煤炭产量

6亿吨，同比增长5.4%，煤炭销量7.9亿吨，同

比增长2.6%。 自2021年10月以来连续15个

月，自产煤月均产量保持在5000万吨的峰值

水平。 ” 国家能源集团总调度室副主任王金

刚表示， 集团进一步提高煤炭资源供给能

力，加快优质合规产能释放，千方百计拓宽

多元化供给渠道，开辟疆煤出区等煤炭供应

新通道，充分挖潜提效、吨煤必争，自产煤稳

产高产。 同时，严格执行国家煤炭价格政策，

带头签约履行电煤中长期合同，自产煤中长

期合同签约率、兑现率均超100%。

中煤集团把增产增供作为保供稳价的重

要抓手。“2022年实现了华电集团划转4处煤

矿的全面复工复产，增加了有效供给。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矿井满负荷生产，加

快产能释放，加大市场供应，有力地保障了用

能需求增长。 ” 中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2年集团商品煤产量同比增长4%， 全年

中长期合同履约率94%，其中7月以来电煤中

长期合同均按100%安排兑现，有力保障了发

电、供热企业的用煤需求。

“我们通过释放、增强自有煤矿产能、全

力采购市场煤等举措， 保证了电煤库存长期

维持在合理高位。 ” 国家电投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国家电投整体燃料煤库存量1610.5

万吨， 可用天数达27.9天。 2022年1月至11

月，国家电投完成煤炭产量7188万吨，同比

增加151万吨，增幅2.2%。

此外，华电煤业推动兴旺煤矿复工复产，

不连沟、 肖家洼煤矿取得产能核增和建设规

模调整批复，累计核增产能1640万吨/年，相

当于新核准一座特大型矿井。

国资委已推动央企42个煤矿列入应

急保供煤矿名单、核增产能9410万吨/年。

国资委要求，煤炭企业要加快办理产能核

增手续，做好生产组织的有序衔接，尽快

释放先进产能。 带头执行电煤中长期合同

价格机制，确保合同签约、履约、价格执行3

个“100%” 。

电力保供步稳蹄疾

在煤炭保供的同时，电力央企保供开足马

力，全力保障冬季能源供应。（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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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层出不穷

广东数字经济引擎持续发力

外资点赞稳经济 聪明钱做多A股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股市开门红，资金齐点赞。 开年以来，A股

上证指数上涨超过2%， 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

2%，反映了开年人民币资产的“红火” 。

北向资金7个交易日净买入逾400亿元、多

只中国资产ETF成交额大增、多家海外大行高

调唱多A股……市场行情回暖之际， 被视为

“聪明钱” 的外资颇为活跃，或加大买入力度，

或表达乐观看法，传递出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

资产及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在受访外资机构看来，无论从中国经济增

长的韧性，还是估值合理程度分析，中国市场

都存在着全球投资者不容忽视的投资机遇，外

资增配中国资产大势不变、前景可期。

形成共识 外资“唱多”又做多

拿出“真金白银” ，这一回外资是既“唱

多”又做多。

2023年首个交易日， 便有A股被外资

“买爆” 。 1月3日，境外投资者对华测检测的

持股比例达28.11%，触及外资28%的暂停买

入线。 据深交所披露，截至2022年最后一个

交易日， 华测检测等6只股票的外资持股比

例超过24%。

自2022年11月以来，北上资金连续增持境

内股票，亮明看好A股的态度。 兴业证券首席

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说，外资连续流入，成为近

期市场上最主要的增量资金之一。

外汇市场上，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

值，开年以来相继升破6.9元、6.8元。 此外，国家

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277亿美元，较

上月末上升102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上升。

在市场人士眼中，以上种种情况并非个别

现象，外资加仓A股正在形成一股趋势。“放眼

全球，2023年，中国在经济增长、政策环境和通

胀周期等方面都处于有利位置。 ” 近期一直

“唱多”A股的高盛于1月9日再度提高MSCI

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位。 另有多家华尔街投

行将“做多A股”列为2023年最重要交易之一。

信心增强 经济有前景开放有红利

信心，是干事创业的前提。 不久前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

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

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当看多中国资产逐步成为共识，市场的信

心又来自哪里？

信心源于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及长期向好

的前景。 “2023年，A股的盈利增长将回升至

15%。 ”瑞银证券中国策略分析师孟磊日前在

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说， 瑞银对500位中国企

业家进行了调查，其中79%的受访者预计国内

订单将在未来6个月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近期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2023年世界将面临“更艰难” 的一年，

但中国经济将稳步增长。

信心源于中国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对外

开放。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改变。 证监会

近期表示， 将推动沪深港通互联互通扩大标

的、优化交易日历落地。 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

信心还源于中国资产较充分的风险释放

及较合理的估值水平。 机构普遍认为，当前中

国股票估值较低，房地产市场、平台经济监管

等多个领域出现积极变化。路博迈基金相关人

士称，当前A股市场的估值处在十年来较低的

位置，“对习惯左侧投资的外资来说，现在就是

买入的时机” 。

良性循环 大机遇吸引更多“长钱”

“超配”“避风港”“2023年十大交易之

一”“迎来逆转”……在采访过程中，中国证券

报记者注意到，这些乐观表述成为外资对2023

年中国资产看法的“关键词” 。 有机构人士指

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比重有望

继续提升， 这也意味着，A股市场将迎来更多

长期资金。

随着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改善，机构预

测2023年外资有望大规模回流A股市场。 瑞银

认为， 外资正在等待进场机会，2023年将有约

2000亿元的海外资金净流入A股市场。 德意志

银行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奕说，一旦中

国的经济增速在2023年下半年和2024年持续

回升，金融市场资金将有望持续流入中国。 稍

早前， 高盛预计2023年北向资金将净流入约

300亿美元，按照最新的汇率折算，约为2000

亿元人民币。

看好中国机遇的国际机构，除了增持中国

资产外，有的还增设在华机构、扩大投资、广纳

中国人才。 （下转A02版）

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开工

这是

1

月

11

日拍摄的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所在地（无人机照片）。

当日，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开工仪式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举行。 据了解，该工程是服务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一项重要工程，项目计划投资超过

100

亿元，将新建

4

个

20

万吨级、

1

个

1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集装箱吞吐能力

550

万标准箱。 新华社图文

北京等地纳入内外贸

一体化试点名单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商务部网站11日消息，商务部等14部门日前

发布关于公布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名单的通

知。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含宁波市）、

福建省（含厦门市）、湖南省、广东省（含深圳

市）、重庆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纳入试点。

专家表示， 内外贸一体化是国内大循环和

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在要求。 有助于企业

更好地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扩大企业市场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提升国内国

际市场竞争能力。

培育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

通知要求， 试点地区各部门要立足本地实

际，创新工作思路，积极先行先试，勇于探索实

践，扎实推进试点工作。 要突出目标导向，聚焦

若干重点产业， 力争培育一批内外贸一体化经

营企业，打造一批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形成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建立

健全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企业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体， 是内外贸

的主角。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司长周强日前

表示， 商务部将推动企业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一

方面，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完善全球服务网络；

另一方面， 引导外贸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打

造自主品牌，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升级。

在政策助力及多方努力之下，2022年以

来，内外贸一体化成功案例已比比皆是。 2023

年伊始， 在广东威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捆捆BOPP双向拉伸聚丙

烯薄膜从生产线加工完成后，打包装运出厂。

“这批薄膜所用的丙烯共聚物， 原本是通

过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但国外市场不确定因素

较多， 刚好国内企业有需求， 我们就转成内销

了。确定内销后我们向海关申报并缴纳税款，不

久便审核通过， 现在加工贸易转内销程序十分

便捷。 ” 广东威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关务负责

人朱楚鑫说。

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通知还要求， 商务部等部门将加强对试点

工作的指导支持，加大宣传力度，推动试点经验

在全国复制推广， 根据相关推进情况适时调整

试点地区名单。

谈及如何进一步助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商

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所所长许英明认为，无论是

内贸转出口，还是出口转内销，关键在“转” 。

“从宏观上看，‘转’的关键在于内外贸法律

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

认证认可等方面实现衔接和创新。 从微观上看，

‘转’的关键在于市场主体‘零售’与‘批发’如

何切换。 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方式正为市场主

体提供了‘转’的平台和手段。 ”许英明说。

许英明表示，应继续发展壮大跨境电商、市场

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海外仓等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建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一

批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和绿色贸易发展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