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赞” 稳经济 外资增配中国资产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经济复苏是肉眼可见的。 ” 贝莱德

智库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日前表示，在经济

回暖时，生产、消费和交通数据特别值得关注，

“餐厅变得拥挤，交通变得拥堵，人们甚至不

得不放弃一些聚会。 ”

经济企稳向好正提升中国资产魅力。贝莱

德智库等多家机构近日上调中国股票评级。截

至3月21日，被视为“聪明钱” 的北向资金今

年以来已累计净流入逾1700亿元， 超过去年

全年水平，传递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

及人民币资产表现的信心。

“投资中国，就是布局未来。” 多家受访外

资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韧性足、潜力大，近

期回稳向好趋势更明显，扩大开放政策信号连

续释放，正考虑继续增配中国资产、拓展在华

业务布局。

经济回升 外资回流

近期， 各类宏观指标持续传递经济复苏

信号， 外资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趋于

乐观。

高盛宏观经济研究团队表示，考虑到中国

国内人员流动性快速恢复及前两个月强劲的

经济活动数据， 将一季度及全年中国GDP同

比增速预测值分别由此前的2.7%和5.5%，上

调至4.0%和6.0%。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预计今

年增速会有所放缓。中国经济有望继续充当世

界经济增长主引擎。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

家康勇说。

外资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的信心正切

实体现为跨境证券投资变化。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21日，北向资金今年以来累计净流入

1704.70亿元，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一些机构预测今年外资将大规模回流A

股市场。 瑞银认为，随着更多有关中国经济反

弹的证据出现，还会有一部分长线外资流入A

股市场， 今年北向资金净流入量有望达3000

亿元以上。

此外，从中长期看，机构人士认为，中国市

场长期投资前景广阔。“当前全球股票和固定

收益投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明显不足。随着中

国资产在全球配置中的权重与其在全球经济

中的地位逐渐相称，这种情况终会改变。 我认

为，中国市场拥有巨大投资潜力。 ” 富达国际

全球首席投资官安德鲁·麦福睿直言。

加快拓展中国业务

抢抓中国市场机遇，外资机构不仅在增配

中国资产，也正加快拓展中国业务。

美国联博集团子公司联博香港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联博基金的设立近日获中国证监

会批准。此外，上投摩根基金、摩根士丹利华鑫

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在

今年成为外商独资公募。

“作为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联

博集团深耕中国市场超过20年， 如今开启里

程碑式的新发展， 将进一步依托全球投资智

慧，结合本土经验能力，助力更多投资者实现

财富目标。 ” 联博集团介绍，目前已组建经验

深厚的本土团队，对在中国市场进一步拓展业

务充满信心。

同时，多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最近正

紧锣密鼓地推进新产品发行工作。富达基金近

日发布旗下首只公募基金产品———富达传承

6个月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 该基金拟于4月3日起向投资者公开

发售。（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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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投用

大图：这是

3

月

20

日拍摄的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内景。

近日，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并正式接入中国算力网。 首批

100P

算力已满载上线投入运营，未来

还将扩容

200P

算力，为人工智能应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提供普惠公共算力服务。

据了解，该中心是天津市河北区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共建项目，截至目前，已对接用户

339

家、签约服务用户

58

家。

小图：这是

3

月

20

日拍摄的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外景。 新华社图文

深度发挥期货功能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完善

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

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重点控制

化石能源消费”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围

绕下一步粮食、能源等工作的阐述获社会各界

关注。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市场的根本宗旨，也

是我国期货期权市场发展的初心与使命。业内

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积极配合国

家宏观调控，在确保粮食、生猪供应，保障能源

市场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在多层次

资本市场建设基础上深化功能服务，促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配合宏观调控 助力粮食能源安全

近年来，全球能源、粮食市场经历巨幅波

动，全球通胀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给我国带

来了较大输入性通胀压力。我国期货市场在确

保粮食、生猪供应，保障能源市场安全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原油为例，我国能源企业近年来积极

利用上海期货交易所旗下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原油期货规避市场风险，稳定能源市场供

应。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推出原油期权，初

步形成多层次能源衍生品市场体系，满足能源

行业原料端多样化的套保需求。 ”南华期货董

事长罗旭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此外，在保障粮食安全、防范农业风险方

面，期货行业通过逐渐形成的覆盖农业生产、

流通、储备、贸易的全产业链服务，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例如，由于期货期

权工具广泛应用带来创新模式多元化、 参与

主体普及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等，我国玉米产

业获得高质量发展。 生猪期货上市后， 同玉

米、豆粕等期货期权一起，形成了从主要饲料

原料的种植、 加工到养殖等相对完整的产业

链条风险管理体系， 提升了产业链各环节企

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 罗旭

峰说。

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继续

保持粮食、 能源等领域平稳发展仍不可松懈。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在今年发展主要

预期目标中，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继续下降，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生态环境

质量稳定改善。（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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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增类产品布局正当时

财政支出前置

助力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今年前两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7.0%，高于去年全年及过去5年同期均值，反映出开年

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同时，今年以来新增专项债

发行逾万亿元，早发快发特征明显。

专家认为， 财政支出加快， 反映政策更加积

极。后续财政资金将发挥引导和撬动作用，促进稳

投资促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有力推动经济运行整

体好转。

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2月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898亿元，同比增长

7.0%，较去年全年加快0.9个百分点。

“今年前两月，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高

强度，从支出进度看，要快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

财政支出前置特征明显。 ”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

析师王青说。

在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看来， 在经济

逐步回升过程中， 财政政策率先发力旨在发挥引

领作用，带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从支出重点看，基本民生、乡村振兴、区域重

大战略、 教育、 科技攻关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

障。 今年前两月，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9.8%，

教育支出增长1.4%，卫生健康支出增长23.2%，城

乡社区支出增长0.7%，农林水支出增长11.4%，科

学技术支出增长3.9%。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财政

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继续向科技与社保、就

业倾斜。 预计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产业扶持政策

将持续加码。 在社保和就业方面， 根据 《关于

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简称 “预算报告” ），

今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668亿元、 增加

50亿元。

专项债加力拉动投资

在财政支出强度加大的同时， 专项债拉动投

资也在加力。

根据预算报告， 今年拟安排新增专项债务限

额3.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Wind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一季度已发行和计划将发行的新增

专项债为11942.32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杨荫凯日前表示，将

有序实施“十四五” 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加快交

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造业

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充分

发挥各项投资政策组合作用等。 （下转A03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新华社莫斯科3月21日电（记者倪四义 范

伟国）当地时间3月2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

谈。 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真挚友好、 富有成果的会

谈，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双方一致同意，本

着睦邻友好、 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各领域交往合

作，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3月的莫斯科，天朗气清。 习近平乘车抵达

克里姆林宫时，克里姆林宫迎宾马队列队欢迎，

克里姆林宫司令在下车处迎接。

普京在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

式。在雄壮激昂的迎宾曲中，习近平和普京分别

从乔治大厅两侧沿红地毯阔步走入大厅中央。

两国元首紧紧握手，合影留念。军乐团奏中俄两

国国歌。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彼此最大邻国，同俄

罗斯巩固和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历史

逻辑，是中方的战略抉择，不会因一时一事而

改变。 自我10年前首次对俄进行国事访问以

来，中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互惠，

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呈现更加全面、更加务实、

更具战略性的特点。 此访期间，我们车队途经

之处，很多俄罗斯民众自发挥手致意，让我深

切感到中俄关系具有深厚民意基础。 不管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此次对俄罗

斯的国事访问是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

旅。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继往开来，丰富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为两国人民

创造更多福祉，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

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和世界主要大国，中俄责无旁贷，应该共

同努力， 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符合国际社

会期待的方向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共同抵制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要加强在国际事

务特别是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

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 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全球疫

后经济复苏，推动多极化趋势发展，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完善。

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

各领域合作情况汇报。

习近平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政治

互信、利益交融、民心相通不断深化，经贸、投

资、能源、人文、地方等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合作

领域不断扩大，共识进一步加强。今年是中国全

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我们

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俄合作潜力和空间

很大，具有战略性、可靠性、稳定性。双方要加强

统筹协调，扩大能源、资源、机电产品等传统贸

易， 持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拓展信息技

术、数字经济、农业、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要加

大创新领域合作，畅通跨境物流运输。要夯实人

文交流基础，推动友好省州、友城扩大交流，继

续办好中俄体育交流年， 为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创造便利条件。

普京表示， 俄方再次对习近平主席全票当

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 中国新一届政府组成表

示热烈祝贺。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