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民企融资支持

新政策举措酝酿出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为标志，近期，一系列政策文

件相继推出，一揽子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一系列座

谈调研纷纷进行， 释放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强

烈信号，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

专家认为，创新产品、创新机制，以及扩大覆

盖面、放大政策效应等举措，将是下一步强化民

企融资支持的重要内容。可以预期，通过政策“组

合拳”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拓宽民企融资渠

道，依法保护民企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将进一步

激发民企活力，改善社会预期，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

民企上市融资保持高占比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支持。 拓宽民

营企业融资渠道， 是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开展的

重要工作之一。

资本市场是民企融资的重要场所。Wind数据

显示， 截至8月8日，A股民营上市公司共3334家，

在A股上市公司总数中占比超六成。 其中，在科创

板、创业板市场方面，民营上市公司占比近八成。

《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民企上市融资

和再融资。在引导扶持优秀民企上市方面，证监会

科学合理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 民企通过资本市

场融资数量和规模稳步提升。今年以来，A股新增

上市公司218家。 其中，民企174家，占比近八成，

通过IPO募资1661.19亿元。

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陈运森看来，

资本市场在助力民企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突出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有效拓宽民企融资渠

道。股票发行注册制全面落地后，民企上市融资的

选择更多元、效率更高，融资成本也更低；另一方

面，民企进入资本市场后，外部股东、监管机构、公

众的监督合力， 将推动民企规范经营和公司治理

水平提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拓宽债券融资渠道

当前， 民企对于进一步拓宽债券融资渠道的

诉求较为强烈。有关部门聚焦民企融资需求，通过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等创新品种、 央地合作增信等

创新机制持续拓宽民企债券融资渠道， 改善民企

融资环境。（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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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时代·基金

提升基金产品力

公募承托海量理财资金有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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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纵横

日发精机“倒贴”转让直升机资产

合理性受拷问

国企重组整合步入活跃期 上市公司平台作用凸显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直股份、中船科技、中航电测……进入

下半年， 多家央企披露并购重组计划或进展。

同时，江苏、北京、甘肃等地国资动作不断。 知

本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7月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事件环比增长41%。

业内人士认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升行动

已启动，国企重组整合是重头戏。 在提高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及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要求下，预计央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会更加活跃，特别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

购重组将增多。

央企资产整合紧锣密鼓

在国企深化改革背景下，近期央企重组整

合取得更多新进展。

7月18日，中直股份发布公告称，拟作价

50.78亿元收购昌飞集团100%股权和哈飞集

团100%股权，并计划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

过30亿元。 7月25日，中船科技宣布，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已获

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重组完成后，中船科技

将纳入风电等新能源领域资产。 7月26日晚，

中航电测进一步披露重组草案 ， 拟作价

174.42亿元向航空工业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

其持有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7月以来， 军工领域重组整

合动作频频。

在其他领域，一系列专业化整合也稳步推

进。 近期，通用技术集团与中国铁建举行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暨医疗资源专业化整合项目签

约仪式。此次签约涉及的中国铁建所属三家医

疗机构改革任务，将由通用技术集团旗下国中

康健集团有限公司承接落实。

“央企重组整合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

结构的重要抓手。 ”知本咨询公司国企产权研

究院院长常砚军预计，下一阶段，央企重组整

合有望在检验检测、新能源、矿山资源等领域

实现更多突破。 这一过程中，央企上市公司作

为并购重组支撑要素更加齐全的优势平台，将

发挥重要作用。

6月， 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暨并购重组工作专题会强调，央企要以

上市公司为平台开展并购重组，助力提高核心

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下转A03版）

科创板“国际范” 提升 投资中国正当时

●本报记者 黄一灵

“随着产品体系进一步丰富、境外投资者

参与渠道持续拓宽，科创板市场国际化程度显

著提升，国际投资者已成为重要参与主体。 ”

上交所副总经理董国群在上交所科创板四周

年线上国际推介系列活动上说。

上交所已连续四年面向国际投资者举办

科创板专题推介。 上交所表示，未来将持续加

大与国际投资者交流沟通，为国际投资者与科

创板公司搭建有效沟通渠道，提升科创板市场

国际化水平。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科创板开市已逾四年。随着硬科技公司投

资价值不断显现、 可投产品类型日益丰富，科

创板成功吸引境外投资者积极参与。 截至目

前，科创板市场外资持股占比近4%，交易占比

超10%。

为加深国际投资者对科创板的理解，近

日，上交所举办科创板四周年线上国际推介系

列活动，约50家全球投资机构积极参加，包括

政府投资机构、资管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及对冲基金等。

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索

莉晖表示，近年来，市场见证了科创板对中国

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助推器” 作用。 在上市

公司整体业绩稳健增长、科创板产品体系和海

外投资渠道不断丰富的推动下，科创板对国际

投资者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未来，我们期待

科创板继续鼓励上市公司加强与海外市场沟

通， 允许QFII作为长期投资者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和定价阶段发挥更重要作用，并且在沪港

通中纳入更多科创板标的。 ” 索莉晖说。

“科创板制度正积极与国际接轨，相对熟悉

的投资环境给予境外专业投资者足够的发挥空

间。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首席执行官王琼慧称。

指数产品生态链日趋完善

“历经四年跨越式发展，科创板引导资本

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效应日益显现，成为助力

我国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投融资平台。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与我国推动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振下，作为科创板核心

宽基指数的科创50指数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可帮助投资者分享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红利。 ”

易方达基金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范冰说。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科创50指数推

出3年来， 境内外跟踪该指数相关产品数量、

规模迅速增长，境内外市场影响力、认可度快

速提升，总规模已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科创

50指数相关产品规模在境内宽基股票指数产

品中位列第三，在ETF产品中位列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 与科创50指数同属宽基

指数的科创100指数于8月7日发布。 在业内人

士看来，此次科创100指数的推出有助于进一

步扩大科创板规模指数系列对科创板市场的

覆盖面，科创50指数与科创100指数样本合计

总市值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值比例约65%，

可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投资工具。

指数扩容的同时，科创板市场首个风险管

理工具也已面世。 6月5日，上交所科创50ETF

期权产品推出，科创板市场产品体系进一步完

善。 自推出以来，两只期权产品交易量稳步增

长，更好地满足了投资者多元化的交易和风险

管理需求，（下转A02版）

同比增0.4%�前7个月进出口整体平稳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汽车出口增势良好

●本报记者 王舒嫄

海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显示， 据海关统

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3.55万亿

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增长0.4%。 其中，出口

13.47万亿元，增长1.5%；进口10.08万亿元，下

降1.1%；贸易顺差3.39万亿元，扩大10.3%。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说，二

季度以来，我国月度进出口规模稳定保持在

3.4万亿元以上。 整体看，我国外贸进出口运

行平稳、符合预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

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具备韧性

当前，全球经贸增长乏力，加之非经济因

素干扰增多，令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有所承压。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我国进出口3.46

万亿元，下降8.3%。 其中，出口2.02万亿元，下

降9.2%；进口1.44万亿元，下降6.9%；贸易顺差

5757亿元，收窄14.6%。 按美元计价，7月我国

进出口4829.2亿美元，下降13.6%。 其中，出口

2817.6亿美元， 下降14.5%； 进口2011.6亿美

元， 下降12.4%； 贸易顺差806亿美元， 收窄

19.4%。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9日举行的发

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表示，展望下半

年，外贸面临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和难以预料

因素，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形势

极为严峻。

具体到7月数据，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认为，7月出口额同比下降主要原因包

括三方面：一是海外经济下行，外需进一步走

弱，订单不足给我国出口带来考验；二是去年

4月疫情高峰过后， 我国出口增速大幅上扬，

比较基数抬高相应压低今年7月出口同比增

速；三是近期我国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出口

承压加重， 对东盟出口也因高基数有所下滑，

给整体出口带来较大影响。

对于未来外贸发展趋势， 业界仍有信心。

近期， 中国贸促会对3100余家外贸企业开展

了深入调研。 调研数据显示，75.1%的外贸企

业对三季度发展表示“信心稳定不变” 及“较

有信心” 。

“中国外贸产业链供应链有强大韧性，中

国外贸企业是在国际市场竞争当中锤炼成长

起来的，具有内在创新能力。 ”郭婷婷说，正视

困难和挑战的同时，我们充满信心。

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

对于外贸长期发展的信心，源于稳外贸政

策不断加力， 也源于近年来外贸结构不断优

化，新动能持续壮大。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

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15.41万亿元，

增长2.1%；民营企业进出口12.46万亿元，增长

6.7%，占进出口总值比重升至52.9%。

民营企业已成为支撑我国外贸的中坚力

量。 “今年以来，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高于整

体，占比进一步提升；参与外贸的民营企业数

量不断增加，前7个月达到47.8万家，同比多了

3.6万家。”吕大良说，近期，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实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持续推进，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进一步

提高。

另外，从产业结构看，在我国目前出口产

品中， 机电产品占比已升至近60%的水平，以

服装箱包鞋帽为典型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占比约17%。“这样的结构在发展中国家中较

为少见，我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

产品占比高，在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领域越

来越有竞争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说。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出口

机电产品7.83万亿元，增长4.4%，占出口总值

的58.1%。

从市场结构看，吕大良表示，前7个月，我

国与东盟的进出口保持增长，东盟继续为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下转A02版）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行闭幕式

8

月

8

日，演员在闭幕式上表演。

当晚，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