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太仓港口运输忙

这是

3

月

13

日拍摄的江苏太仓港码头（无人机照片）。

入春以来，江苏省太仓港全力畅通运输通道，提升货物周转效率，各大港区装卸作业有序运转，货物作业和运输能力稳定。

2023

年

1

月

至

2

月，太仓港完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77.5

万标箱，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1763.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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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发力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2023年系统工作会议提出， 要推动

提升估值定价科学性有效性。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是建

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应有之义，本质是对

中国优势资产价值进行重估，应从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强化投资者回报、强化上市公司交流沟通、

培育更加健康成熟的行业文化等方面入手。

更好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证监会日前表示，深刻把握我国的产业发

展特征、体制机制特色、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等因素，推动各相关方加强研究和成果运

用，逐步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的估值定价逻

辑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更好发挥资本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就是要深入研究

成熟市场估值理论的适用场景， 结合中国特色

做创新，把握好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估值逻辑，

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发挥。”南方基金首

席投资官（权益）兼权益投资部总经理茅炜表

示， 重点是要让中国市场的估值体系与我国多

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体制、 制造业占比较高的

行业产业结构、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相匹配。

过去一段时间，包括证监会在内的各有关

方面持续就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问题开展

讨论，认识逐步深化。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必须深刻把握我国

的产业发展特征、体制机制特色、上市公司可

持续发展能力等因素，推动各相关方加强研究

和成果运用，逐步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的估

值定价逻辑和估值体系，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

‘定价之锚’ 的基准和引领作用。 ” 上交所总

经理蔡建春如是说。

发挥合力 健全制度安排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

在茅炜看来，应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市场的

高比例股票质押、违规占用担保等问题。 “只

有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发挥合力，健全上市公

司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才能让A股市场更加

有活力。 ” 茅炜说。

上市公司估值提升不仅需要在业绩上下

功夫，也要在资本市场的交流沟通方面不断努

力。在市场人士看来，相比欧美成熟市场，A股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需要强化上市信息披露和

公司治理监管，大股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

需要发挥管理和监督职能。汇添富基金首席经

济学家韩贤旺表示，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

人投资者，均需建立有效的触达机制。 只有市

场形成共识和合力，才可以走得更远。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强

化投资者教育。“投资者需要充分认识我国的

市场体制机制、行业产业结构、主体持续发展

能力所体现的鲜明中国元素、 发展阶段特征，

才能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 ” 茅炜说。

蔡建春表示，应培育更加健康成熟的行业

文化，更加重视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

慧，弘扬成熟理性的投资文化，倡导理性投资、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为建立中国特色估

值体系提供“软实力”支撑。

中字头央企迎估值修复

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本

质上是“中国优势资产重估” 。 在中国优势资

产重估过程中，国企央企改革和产业转型带来

的成长型国企央企的价值重估无疑是近期市

场关注的重点。

去年以来，国资委、证监会、交易所等部

门高度关注提高央企国企上市公司质量。 伴

随一系列方案和计划落实落地， 中字头央企

逐步迎来估值修复。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

14日， 今年以来A股央企股价平均涨幅为

12.1%。 市场人士认为，年初以来央企股价上

涨是合理有效的， 这体现了市场对央企价值

的重新认识。

“中字头央企逐步迎来估值修复，是长期

估值较低之后的估值回归。 ” 韩贤旺表示，今

后，还需要企业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做好长

期发展规划，与国家未来的产业发展规划相结

合，在分红率稳步提高的基础上，提升投资者

对其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的信心。

锚定提高核心竞争力 聚焦重组整合科技创新

国企改革新版“精彩故事” 即将上演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一年之计在于春，击鼓催征再出发。

2022年，为期三年的国企改革行动实现

高质量圆满收官， 在监管体制更加成熟定

型、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活力效率提升三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 国资央企焕发新活力，展

现新气象。

2023年，改革不停步，政府工作报告划定

国企改革新任务。站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

升行动即将推出的时间节点上，锚定提高国企

核心竞争力，聚焦重组整合、价值创造、科技创

新等，国资央企踔厉奋发，锐意改革，高质量发

展的图景愈发清晰，国企改革“精彩故事” 即

将上演。

积厚成势 三年行动显成效

迎难而上，破局开路。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啃硬骨头，涉深水区，解决一系列历史性难题，

实现一系列历史性突破。

布局结构更优———先后完成中国电科

与中国普天、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鞍钢与

本钢等4组7家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 新组

建和接收中国星网、 中国稀土集团等8家中

央企业，推动电力、检验检测、医疗等领域

30余家中央企业专业化整合项目实施；全国

省属国有企业116组347家实施重组，开展专

业化整合2150次。“目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调整优化取得明显进展。 ” 中国国新董事长

周渝波说。

经营机制更活———开展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各级子企业的比

例由 2020年底的 23.5% 、23.2%均提升到

99%以上；截至2022年底，中央企业各级企

业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达3.8

万人、占比约6.9%；已开展中长期激励的中

央企业子企业为5750户，占具备条件子企业

数量的比例约为94.8%。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晓军介绍，国机重装积极推动落实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 推进实施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市

场化用工、中长期激励等改革举措，公司治理

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加灵活

高效、战略引领能力明显提升、运营管控流程

更加科学精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持

续增强。

创新动力更足———十年来，央企累计投入

研发经费6.2万亿元，2022年研发投入突破1万

亿元；打造国家级研发平台764个，拥有全国

重点实验室91个。 三年行动期间， 国企在航

天、深海、能源、交通、国防军工等领域取得一

批重大科技成果，擦亮了“中国制造” 名片。

“我们已经踏上高水平科技发展的万里征程。

在打造大国重器的征程上，我们探索创新的步

伐不会停歇。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型

号总设计师唐长红表示。

通过三年改革， 一批老国企呈现了新面

貌、焕发了勃勃生机、迸发了新活力，一批现代

新国企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踏上了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征程。 “可以说，三年行动

取得的成果是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的。 ” 国

资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尹义省表示，经过三年

行动的实践，已经找到搞好国有企业的方向和

路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改革积厚成势，

为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注入了强大内生动

力。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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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风电融资开启新模式

商务部将继续出台措施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十四五’ 时期仍将是我国服务外包

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 商务部服务贸易

和服务业司副司长朱光耀3月14日在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 商务部将继续出台各类支持性政策

措施， 积极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

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边境上” 准入和“边

境后” 监管相衔接，激发服务外包市场活力。

专家认为，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举措下，

今年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将加速发展，服务

外包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将不断显现，带动相

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外包发展稳中向好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 我国服务外

包发展稳中向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2022

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2.44万亿

元，执行额1.6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2%

和10.3%。 其中，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32万亿元，执行额8953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6.7%和4.1%。

示范城市引领作用增强。 2022年，全国

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合同额11825亿元，执行额8018亿元，分

别占全国总额的89.7%和89.6%，规模占比稳

中有升；同比分别增长23.3%和9.3%，均高于

全国平均增速。

“‘快、稳、好’ 是对2022年全国服务外

包产业发展的最好诠释。 ” 中国服务外包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认为，服务外包已成为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动力来源。

在郑伟看来，2023年我国服务外包发展

将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

将加速发展；二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将为服务外包发展带来机遇，

成为推动域内服务外包国际合作的加速器；

三是随着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效果不断

显现，行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四是示范城

市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为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支持力

度有望加大。 朱光耀表示，商务部将加快落

实服务外包转型升级政策举措，大力推进服

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巩固提升服务外包产业

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培育全球价值链中

的“隐形冠军”“小巨人” 企业，支持企业走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推进数字化转型

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新趋势，推进

服务外包数字化转型成为政策发力点之一。

“加强顶层设计， 抢抓数字经济和数字

贸易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运用数

字技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

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服务外包数字化高端化

转型。 ”朱光耀说。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贸

易快速发展。2022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

易规模达2.5万亿元，比5年前增长78.6%。正

如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所言，我国发展数

字贸易有基础、前景好、潜力足。 “下一步，

商务部将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推动

出台促进数字贸易开放创新发展的政策性

文件，加强数字贸易顶层设计，推进数字贸

易发展。 ”王文涛透露。（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