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财经要闻 A05·公司纵横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A�叠 /�新闻 16�版

B�叠 /�信息披露 68�版

本期84版 总第9112期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证金牛座 App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中国证券报App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中证金牛座App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07�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韩景丰 美 编：韩景丰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习近平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一书阿拉伯文版，近

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由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该书

阿拉伯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版，对

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创造的人

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

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

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

意义。

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10月份我国民航运输市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电

（记者周圆、王聿昊）

记者25日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10月

份，我国民航运输规模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其中国内、国际市场均实现良好增长。 民航

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

别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7.8% 、12.5% 、

21.4%。

10月份， 我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31.8亿吨公里，环比增长4.1%，同比增长

19.7%。 客运方面，我国航空公司完成旅客

运输量6409.2万人次， 其中国际航线完成

旅客运输量580.3万人次，同比增长76.1%，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6%。 货运方面，完成

货邮运输量80.9万吨， 同比增长19.9%，其

中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33万吨，较

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52%。

今年前10个月， 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

量、 旅客运输量、 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较

2019年同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全行业完

成运输总周转量1238.3亿吨公里， 同比增

长26.5%，较2019年同期增长14.9%；完成

旅客运输量6.2亿人次，同比增长18.6%，较

2019年同期增长11.3%； 完成货邮运输量

729.8万吨，同比增长23.9%，较2019年同期

增长19.3%，其中国际航线完成293.2万吨，

较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48.5%。

图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工作推进会议要求

将政策更多向民营

和中小企业倾斜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11月25日消息，人民银行联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金融

监管总局日前召开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工作

推进会议。

会议指出，有关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方、各部

门、各金融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协同配合，细

化工作措施， 加快实现清单内企业和项目融资对

接“全覆盖” ，贷款签约和投放规模不断扩大，政

策落实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11月15日，银行累计

与1737个企业和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近4000亿元。

会议要求，各银行机构要用好用足政策资源，

对清单内企业和项目做到 “应签尽签、 能投尽

投” 。 要聚焦提升审贷放贷效率，优化机制流程，

加大资源保障， 对照最新产业政策标准修订完善

授信管理政策，开辟贷款审查审批“绿色通道” ，

开发与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技改融资

需求更加匹配的贷款产品，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加

快贷款签约投放进度。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与

有关部门紧密协作， 将政策更多向民营和中小企

业倾斜，分类施策提升银企对接效率，为金融服务

营造良好环境。

详见中证网（www.c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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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发基金超千只 规模突破万亿份

●本报记者 张凌之

截至11月25日， 今年以来新成立基金

1002只，发行规模达10211.97亿份。 其中，权

益基金规模占比近三成。

从整体规模来看，2023年末，公募基金规

模为27.6万亿元。截至今年9月底，公募基金规

模突破32万亿元。 这意味着，今年以来，公募

基金规模增长超4万亿元。 其中，自9月底市场

反弹以来，权益基金规模增长明显。

债基发行规模居前

分类型来看，今年以来，新成立股票型基金

391只，发行份额2128.14亿份；新成立混合型基

金227只，发行份额592.78亿份。 这意味着，今

年新发行的权益基金规模占全部新发规模的近

三成。今年以来，新成立债券型基金300只，发行

份额7203.96亿份。 虽然从数量上看，债券型基

金数量仅占新发基金数量的近三分之一， 但规

模却占新发总规模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外，今年

以来，新成立QDII基金27只，发行份额44.47亿

份；新成立REITs22只，发行份额130亿份；新

成立FOF基金35只，发行份额112.61亿份。

按月份来看，今年3月、4月、5月、6月和11

月均迎来了基金发行的小高峰，新成立基金发

行份额均超过1000亿份， 其中，6月新发份额

最高，为1751.70亿份。

具体到基金产品，今年以来，发行规模居

前的基金多为债券型基金，规模最大的为安信

长鑫增强、泰康稳健双利，发行规模均为80亿

元。 发行份额较高的权益型基金中，包括多只

挂钩中证A500的指数基金。

权益基金规模快速增长

从公募基金整体规模来看，10月23日，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2.07万亿

元。 这是公募基金规模继4月底首次突破30万

亿元大关，5月底首次突破31万亿元大关后，

再创新高。

在新发基金规模稳步增长和市场反弹的

带动下，今年以来，公募基金整体规模稳步提

升。2024年4月底，公募基金规模首次突破30万

亿元大关；5月底， 公募基金规模再创新高，首

次突破31万亿元；6月底，公募基金规模为31.08

万亿元；7月底，公募基金规模再创新高，较6月

底增加超4000亿元， 规模达31.49万亿元；8月

底，公募基金规模有所缩水，为30.90万亿元。

整体来看，2023年末， 公募基金规模为

27.6万亿元，截至9月底，公募基金规模突破32

万亿元，这意味着，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规模增

长超4万亿元。

从基金类型看，今年9月之前，公募基金规

模增长的主力为固收类基金。 9月末，随着市场

的快速上涨，权益类基金规模迎来快速增长。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9月底， 股票基金

规模为4.27万亿元，而8月底，股票基金的规模

为3.29万亿元，一个月时间，股票基金规模增

长近1万亿元；从混合基金来看，9月底，混合

基金规模为3.75万亿元，8月底，混合基金规模

为3.3万亿元， 混合型基金规模一个月内增长

近4500亿元。

对于今年以来基金规模的大幅增长，业内

人士认为，一方面，新发基金规模贡献了一部

分的规模增量； 另一方面，9月底市场的上涨

带动了基金规模的增长。 随着市场持续回暖、

海外市场创新高，各策略基金产品净值陆续修

复，基金规模相应增加。

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9月底以来，A股

市场快速升温，市场情绪回暖，风险偏好明显

改善。当前政策底已明确，经济预期转向积极，

权益市场迎来配置良机，市场有望迎来多路增

量资金，公募基金规模有望持续增长。

聚焦提升投资价值 A股回购增持频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金额及现金

分红金额双双创出历史新高，上市公司及股东

申请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队伍也持续扩容。

市场人士认为，今年以来，A股市场回购

屡破纪录、增持动作频繁，折射出上市公司提

升投资价值、开展市值管理的意识明显提升；

同时，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加快落地，也激励

相关方用好回购增持工具，增强投资者信心，

提升市场内在稳定性，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健

康稳定发展。

回购名单持续拉长

最近，A股公司回购名单持续拉长，且呈

现出力度大、频率高、“注销式回购” 多等特

点。 科捷智能11月21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不低于1.5亿元

（含），不超过3亿元（含）的A股股份，用于

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谈及股份回购的考虑， 多家上市公司表

示， 这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良好预

期及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 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格

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 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而作出的选择。

华福证券认为，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力度加

大，既可为市场带来增量资金，改善流动性，还

有助于传递积极信号，提振投资者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多次回购渐成风尚。

药明康德年内已完成3次股份回购， 回购股

份均予以注销。

市场预期，未来一个时期内，上市公司

回购热潮仍将延续。“不论是股票回购，还是

加大分红力度，中国股市加强市值管理趋势

明显。 ” 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劲津

称， 得益于回购增持再贷款等政策利好，

2025年上市公司回购总额可能较2024年

翻倍。

重要股东积极增持

在加大回购力度的同时， 近期还有不少

上市公司发布重要股东增持方案。

荣盛石化表示，2024年以来， 公司控股

股东已展开两期增持计划。 第一期增持计划

实施完成，增持金额为11.88亿元。 第二期增

持计划规模为5亿元至10亿元，正在实施中。

截至目前， 两期增持计划累计增持金额达

16.93亿元。（下转A02版）

两央企获批发行共5000亿元

稳增长扩投资专项债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国货币网11月25日消息，当日，中国国新发

布2024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稳增长扩投资专项

债）发行文件，中国诚通发布2024年度第十四期中

期票据（稳增长扩投资专项债）发行文件。 两家央

企分别披露的募集说明书显示，经国务院批准及国

资委安排，由中国国新发行3000亿元稳增长扩投资

专项债，中国诚通发行2000亿元稳增长扩投资专项

债，均用于重点支持“两重”“两新”项目投资，主要

包括重大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投资、重大科技创新

项目投资、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等，推动央企

高质量发展，助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募集说明书显示，此次中国国新2024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稳增长扩投资专项债）发行金额

300亿元，发行期限5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

国工商银行， 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国务院批准的

稳增长扩投资相关用途。 中国诚通2024年度第十

四期中期票据（稳增长扩投资专项债）发行金额

200亿元，发行期限5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

国工商银行， 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国务院批准的

稳增长扩投资相关用途。经评定，中国国新和中国

诚通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均为AAA，评级展望为

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均为AAA。

第二届链博会

将更加突出“链式”思维

三季度分红上市公司

数量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