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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亿元险资权益投资松绑 近四成险企可突破30%“天花板”

翻拍经典遭遇口碑崩塌
新丽传媒制片能力或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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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歆

周末听到的大消息，周一在“信心+
信息”的股票市场发酵。11月16日，超过
七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国股票市场（如有）主要股
指实现上涨，日经指数更是在29年来高
点的基础上继续前行。RCEP的成功签
署，让人看到了15国凝聚的自由贸易共
识，更是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建设性表
达。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资本市场将大有
可为、能有新为。

11月15日，RCEP在东亚合作领导
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表示，这不仅是东亚区域合作极具
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更是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的胜利，RCEP将成为拉动全球增长
的重要引擎。

笔者认为，双重胜利的背后，是
RCEP成员之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互
惠互补，是区域内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
动力要素的高效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我
国资本市场可以进一步发挥其在区域内
资源、要素、产业结构配置方面的枢纽力。

首先，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紧密
度不断加强，签署协议是“合作的竞赛”取
得了胜利。

RCEP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6个
对话伙伴国参加，本次签署协议的共15个
成员国（不包括印度）。与之高度重合的，
是我国经济的进出口结构——目前，东
盟、日本和韩国分列我国第一大、第四大和
第五大贸易伙伴。

今年，面对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
冲击，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并实现经济复

苏，助力地区国家对冲疫情扰动，持续为
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3.79万亿元，增长
7%，占外贸总值的14.6%。其中，对东盟
出口2.11万亿元，增长7.3%；自东盟进口
1.68万亿元，增长6.6%。中日贸易总值
为1.8万亿元，增长1.5%，占外贸总值的
6.9%。其中，对日本出口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自日本进口增长2.7%。中韩贸易
总值为1.62万亿元，增长0.8%，占外贸总
值的6.2%。其中，对韩国出口增长1.4%，
自韩国进口增长0.4%。

其次，中国经济是东亚经济增长的
引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在RCEP
覆盖区域内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与“化学
反应”。

RCEP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高度互
补，域内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
齐全。RCEP的签署使得成员国间货物、
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
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技术标
准等逐步统一，将促进域内经济要素自由
流动，强化成员间生产分工合作，拉动区
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

由于具备强大的市场和充沛的产
能，中国在RCEP成员国经济发展中处
于枢纽位置，且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
展阶段，对于先进技术、要素、服务贸易
的需求快速增加，能够产生多维度、多覆
盖面、多适应性的价值外溢，从而促进区
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
融合发展。

第三，伴随着RCEP的签署，我国资
本市场有望成为域内资本要素、技术要素
配置的“关键调度员”。

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最优秀的“成分
股”。我国股市目前总市值超过70万亿
元，占国内GDP比例达到70%。近年
来，资本市场积极发挥要素资源配置枢
纽、政策传导枢纽、风险防范化解枢纽和
预期引导枢纽等重要作用，促进科技与
资本融合，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新
动能。

一方面，本次签署RCEP的最核心
措施包括对关税渐进式削减，这一过程需
要更好的发挥我国先进制造业的供给优
势、产能优势，而这些高质量供给和产能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已有的上市公司以及
资本市场正敞开怀抱欢迎的拟上市公
司。资本市场可以进一步创新，发挥其对
于生产要素资源的调配力量。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能够为外资提
供更畅通的投资渠道和发展舞台。深入
推进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注册制改
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等，都在深刻
影响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要素配置能
力。这种调配能力并不局限于对中国经
济、内资的枢纽力，也对区域经济、外资形
成流动引导、提供避险服务。今年以来，
中国资产获得外资不断增配也说明了这
一点。

在区域经济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贸
易合作发展的趋势中发展。笔者认为，凝
聚区域发展合力，展现中国担当——这是
中国经济对于RCEP的承诺，也是资本市
场对于发挥枢纽作用、促进RCEP覆盖区
域经济发展的一份不容推却的责任。

RCEP签署凝聚区域发展合力
资本市场履新“要素调配岗”

三成上市券商
年内遭重要股东减持

............................B1版

4只科创50ETF“首秀”
合计成交46亿元

............................B1版

百济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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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自LPR改革以来，央行逐步形成
了 每 月 月 中 开 展 中 期 借 贷 便 利
(MLF)操作的惯例。11月16日，央行
的MLF操作“如约而至”。

当日，央行发布消息，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开展8000
亿元MLF操作(含对11月5日和11月
16日两次MLF到期的续做)，中标利
率维持2.95%不变。据《证券日报》
记者梳理，11月5日及11月16日分别
有 4000亿 元 、2000亿 元 的MLF到
期。故对冲到期量后，央行向银行
体系超额投放2000亿元中长期流动
性。

值得关注的是，加上本次操作，
央行已经连续4个月超额续作MLF，
8月份的净增量为1500亿元，9月份
净增量达4000亿元，10月份的增量
资金达3000亿元。

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称，主要原因在于四季度银
行压降结构性存款任务依然很重，
亟需寻找替代性稳定资金来源。可
以看到，6月份监管层要求压降结构
性存款以来，作为替代品种，银行同
业存单发行“量价齐升”，10月份1年
期股份制银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均
值达到3.15%，比9月份上升13个基
点；进入11月份，该指标继续上扬，
截至11月12日均值水平升至3.23%，
已明显高于1年期MLF操作利率。
受此影响，当前银行对MLF操作的
需求很大，这是本月MLF超额续作

的一个重要原因。
“MLF连续4个月超额续作，意

味着央行有意调控以同业存单利率
为代表的中期市场利率上行势头，
避免中长期流动性过度紧张。”王青
表示，11月份MLF增量规模为2000
亿元，连续两个月下调，或与近期同
业存单利率升势渐缓相关。在8月
份短期市场利率DR007均值升至政
策利率（7天期逆回购利率）附近后，
央行明显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
度。预计随着央行持续加大对银行
体系中长期性流动性投放力度，加
上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任务接近完
成，年底前以同业存单为代表的中
期市场利率也有望结束持续上升过
程，“稳货币”效应有望在短期和中
期市场利率方面得到全面体现。

另外，本月MLF操作的中标利
率延续4月份以来的2.95%，也就意
味着本月LPR报价下调的可能性降
低。王青表示，MLF操作利率是1年
期LPR报价的参考基础。自去年9月
份以来，两者一直保持同步调整。
另外，10月下旬以来，受地方大型国
企 信 用 债 违 约 事 件 等 影 响 ，以
DR007为代表的短期市场利率再现
上行，且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等中期
市场利率也继续保持升势，这将对
冲银行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负
债成本下降带来的影响，意味着近
期银行平均边际资金成本难现明显
下行，报价行下调11月份1年期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不足。因此，预计
11月20日公布的1年期LPR报价将大
概率保持不变。

央行连续4个月“平价”超额续作MLF
专家预计本月LPR报价大概率保持不变

11月16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图为故宫博物院展区。 视觉中国 何东平 摄

20202020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上海举办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上海举办

本报记者 张 颖

经过四连阴缩量回调后，周一
（11月16日），上证指数放量上涨。截
至收盘，三大股指全线飘红，上证指
数涨幅达1.11%，深证成指和创业板
指涨幅分别为0.7%和0.21%。两市
合计成交金额达8010.3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增加10.2%，量能有所放大。

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表示，顺周
期的有色金属、钢铁、化工等品种相
继走强，顺周期仍是市场主线。

从申万一级分类的28个行业来
看，周一，有色金属以4.33%的涨幅
居首，紧随其后的是钢铁、采掘、农
林牧渔等板块，均涨逾3%，分别为
3.27%、3.23%和3.01%。

从资金流向方面看，周一，尽管
整个A股市场呈现资金净流出态势，
但是有色金属、化工、食品饮料等三
行业的大单资金净流入均超10亿
元，分别为41.7亿元、24.3亿元和13.4
亿元，合计资金净流入达79.4亿元。

与此同时，一直备受市场关注
的北上资金，在连续4日净流出后，
周一转身回流，当日净买入金额达
25.89亿元。其中，沪股通资金净买
入金额达37.66亿元，深股通资金净
卖出金额11.77亿元。

“短线看，A股市场交易情绪有
所升温，机构资金开始加大布局力
度。”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洪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周一，
机构资金在重点布局顺周期板块的
同时，也对新近上市的各领域龙头
品种加大了建仓力度。例如，实验
试剂领域的龙头品种泰坦科技、阿
拉丁，新近上市交易的食品一体化
龙头股金龙鱼，智能出行领域龙头
股九号公司等，均出现了强有力的
拉升走势，体现出机构资金对一些
龙头股不计成本地“抢筹”。

对于周一的上涨，记者梳理各
方观点发现，业界认为主要受益于
政策面、资金面和市场面等三大利
好因素推动。 (下转A2版)

“三面伸手”烘热A股
机构资金抢筹顺周期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