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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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期货市场全面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1月1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菜籽油、菜籽

粕、花生期货及期权作为境内特定品种正式引

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

星海在致辞中指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步伐越

来越坚定，全面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方星海、河南省副省长张敏、中国植物油

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刚、郑商所理事长熊军参加

当日启动活动并致辞。 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

一级巡视员程莘宣读批复文件，郑商所总经理

鲁东升主持启动活动。

方星海在致辞中指出，菜籽油、菜籽粕、花生

期货及期权作为境内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

是期货市场积极服务油脂油料产业发展和安全

的又一重要实践。 至此，国内期货市场首次实现

在油品油料整个产业链条所有品种期货期权上

引入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

一大步。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脂油料市场，这

次全品种链条引入境外交易者，可以通过期货市

场的“功能优势”把实体经济的“规模优势”转

化为“产业发展和安全优势” ，更好服务我国粮

食安全。 希望郑商所坚持以实体企业需求为导

向，持续精耕细作油脂油料品种市场，加大国际

市场推介力度，不断提升油脂油料产业链品种国

际影响力，积极助力我国农业强国建设。

他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阐明了高水平对外

开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中的

重要意义。 期货市场作为重要的市场化配置资

源平台，更要站位大局、立足长远，持续扩大制

度型对外开放，不断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

影响力。 2018年首次以境内特定品种方式引入

境外交易者以来，我国期货市场不断扩大特定

品种范围，持续拓宽对外开放路径，逐步落地

一系列制度型开放举措，目前我国已有23个品

种引入境外交易者，QFII和RQFII参与境内期

货、期权交易的政策措施已经落地，《期货和衍

生品法》为期货市场“走出去、引进来” 提供了

法律支撑， 铜、PTA等重要品种价格已成为全

球现货贸易定价基准，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步伐

越来越坚定，全面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张敏指出，2022年8月，菜籽油、花生期权

在郑商所顺利上市，此次又在菜籽油、菜籽粕、

花生期货及期权上同步引入境外交易者，必将

进一步增强郑州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下一步， 河南省将积极推进郑商所优势再造，

加快构筑河南期货特色和竞争优势，充分发挥

郑商所“金融磁石” 效应，为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多期货力量。

陈刚表示，此次菜系、花生期货及期权引

入境外交易者不仅是郑商所农产品国际化迈

出的重要一步，而且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

体经济的具体举措。

熊军表示，下一步，郑商所将在中国证监会的

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期货力量。

动能充沛 重点企业进中提质抢先机

●本报记者 张鹏飞 康曦

疫情政策进一步优化，重点企业生产

一线动能充沛，震撼人心。

在上市公司山东章鼓的渣浆泵生产

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

紧张有序地作业着，运送配件的智能物流

车来回穿梭。 “现在车间已经全面开工、

加足马力，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 山东章

鼓透平事业部经理沈春丰说。

近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山东、四

川等多地重点企业，了解到相关企业生产

不停、物流不断，正全力以赴组织生产，努

力抢抓机遇、占领市场先机，生产经营展

现出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态势。

工人加班赶进度

位于济南市章丘区的山东章鼓，目前业

务涉及智能制造、环保水处理、新材料开发应

用三大板块。 疫情政策优化后，公司积极应

对，保障三大板块生产经营活动有序推进。

“我们重新调整生产节奏，很多工人

主动加班加点，把之前延误的工期都抢回

来了。现在公司订单和生产交货情况基本

不受影响， 生产线各方面都已经完全恢

复。 ”沈春丰介绍。

重庆的华森制药是一家集药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该企业为了保障产品供应，迅速启

用了储备生产线，公司生产的药品甘桔冰

梅片供不应求。

“我们的工厂积极响应，扩大生产规

模全力保供，以最大负荷、最大产能生产。

目前，甘桔冰梅片产能提升约15%。 ” 公

司董秘游雪丹告诉记者，公司还对现有生

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将甘桔冰梅片的生产

能力进一步提升40%。

除了工人加班赶进度，山东章鼓还对

设备进行自动化改造。在公司生产车间，记

者看到， 车间引进了智能刀具库和智能立

库，周转物流环节也实现自动化。“生产线

升级后，效率和产能大约提升30%，确保能

够满足新增的订单需求。 ”沈春丰说。

山东章鼓副总经理、 董秘陈超表示，

近年来，公司一直将“智转数改” 设定为

发展主基调，不断将传统制造业与数字化

建设进行融合，各产品事业部打造一系列

促进公司发展的新产品。“透平事业部推

出的新一代CS系列三元流叶轮高效多级

离心鼓风机，节能效果显著，已在多个重

点行业进行销售。通风机事业部设计了用

于危废处理行业的新型引风机，各项数据

远超行业标准。 ”

龙头企业忙生产

重卡行业龙头企业中国重汽是国内

汽车行业专利最多的企业之一。 目前，公

司生产线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记者在采

访时了解到， 在公司商用车总装线上，每

天两个班次约有910人轮流作业， 日产能

可达到约170辆。

针对受疫情影响的部分供应链资源

紧缺问题， 公司每天与各厂家保持沟通，

随时跟进到货进度。中国重汽下属公司生

产制造部副经理高磊告诉记者：“对于无

法按时到货的，公司会及时调整订单上线

顺序，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

“2022年公司的出口订单实现爆发

式增长，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 高磊透

露。 （下转A03版）

近日，青岛港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大船，各作业码头现场车船如织、往来有序。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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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调控目标达成 物价仍将“稳” 字当头

●本报记者 连润

国家统计局1月12日公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 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4.1%， 顺利

实现年度调控目标。

展望2023年，专家表示，尽管全球大宗商

品价格可能依然存在反复，同时国内消费的恢

复也可能带来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的修复，但从全年看，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望减

轻，在落实保供稳价政策背景下，食品价格难

见大幅上涨，物价料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政策有效 调控目标实现

国家统计局12日公布，2022年12月，全国

CPI环比由降转平，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由涨转降，同

比降幅有所收窄。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

析，2022年12月，各地区各部门更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多措并举做好市场保

供稳价，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PPI方面，受石油

及相关行业价格下降影响，PPI环比由涨转

降； 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低影响，PPI同比

降幅收窄。

同日出炉的2022年全年物价数据显示，

在海外通胀“爆表” 的背景下，中国物价“稳”

的特征极为突出：2022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上涨2.0%，低于3%左右的年度调控目

标，也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物价涨幅。

回顾2022年物价走势， 植信投资研究院

研究员丁宇佳说，2022年前三季度油价、猪价

轮番上涨施压CPI，但在有力有效的保供稳价

政策等作用下，CPI同比增速未突破3%，年内

高点为9月的2.8%， 全年以2.0%的温和水平

收官。

“我国顺利实现了年度调控目标。 ” 国家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2日说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

究员张立群表示，2022年， 我国CPI走势总体

平稳，且持续在较低水平运行，这一方面说明

我国民生消费品供给保障基础坚实；另一方面

也表明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

“2022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着力加强粮

食、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着力加强重要民

生商品和大宗商品价格调控，我国物价总水平

持续平稳运行。 ”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万劲

松12日说。

总体无忧 输入性压力趋弱

对2023年通胀形势，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到，“平稳”“温和”成为专家观点中的关键词。

看外部因素，输入性通胀因素对我国物价

的影响将有所减弱。 一方面，海外央行紧缩货

币政策推动通胀总体降温；另一方面，随着全

球供应链运行逐渐回归常态，能源、食品价格

中枢有望下移，2023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

体将呈回落态势。

“2023年全球通胀中枢大概率较2022年

下移， 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将明显下

降。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看国内因素，粮食连年丰收，生猪产能基

本恢复正常，蔬菜价格季节波动但整体保持温

和，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再考虑到各类

保供稳价政策措施继续发挥作用，2023年物

价料继续保持总体平稳运行。

民以食为天。食品价格往往扮演着通胀的

重要推手。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说，

2022年4月以来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上升，预计

到2023年第二季度猪肉价格会较快回落，从

第三季度开始逐步企稳。我国主粮库存和自给

率都远超国际警戒线，在高库存和低对外依存

度的支撑下，国内粮食涨价风险较低。

关于工业品价格，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

观研究员周茂华预测，2023年，在国内需求逐

步回暖与稳增长政策措施效应共同作用下，工

业品价格有望适度回升， 预计PPI同比将呈现

温和增长。 温彬分析，我国内需逐步恢复将从

下游支撑PPI增速， 房地产投资低位企稳将对

生产资料形成一定支撑。

未雨绸缪 兜牢民生底线

未雨绸缪， 方能有备无患。 专家认为，粮

食、能源保供稳价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不断增

强， 将为2023年继续保持物价平稳运行提供

坚实基础。

人民银行在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中表示，地缘政治冲突仍扰动世界

能源供应，（下转A02版）

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