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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此外，从行业分布来看，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分布于制造强国战略重
点领域——高端新材料、5G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
数量最多，分别达2242家、941家、892
家，分别占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
的23%、10%、9%。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中小企业
灵活性更强，能够更敏感地捕捉到创新
机会。”李求索表示，制造业的产业链条
往往较长，上中下游的分工较为细致。
对于一些市场规模不大、但相对附加值
不低的环节，正适合中小企业布局。

近日发布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1年
底，约半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主导产品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为10%
至30%，其中，有235家企业的主导产品
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

资本市场
为“小巨人”插上腾飞翅膀

数据显示，37%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近3年曾申请银行贷款，87%的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存在融资需求。
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作为服务创新型
企业的专业化平台，近年来，持续助力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一批创新能
力强、专业化程度高，有特色的“小巨人”
借力资本市场实现稳健发展。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0
月9日，前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中有

760家企业已完成上市，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3068.72亿元。其中，有162家在沪
深主板上市，237家在科创板上市，327
家在创业板上市，30家在北交所上市。

从板块分布来看，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目前主要集中在创业板与科创
板。而自去年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设立以来，其正逐渐被市
场视为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中小企业于
资本市场的主阵地。

目前北交所已运行近一年，上市公
司数量达114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42家，占比37%，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合计达73.2亿元。

“登陆资本市场既是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规范发展的契机，也是加速
发展的推进器。”张可亮表示，北交所的
成立，使得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企业的
布局更加合理、渠道也更加多元。

邓海清表示，中小企业是中国实体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力量。然而我国中
小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财务信息不规
范不透明，其融资难、融资贵更是长期
以来的难题。北交所为许多中小微企
业拓展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
提高了融资效率。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注册制改
革扎实推进的过程中，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日臻完善，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
同规模的中小企业上市通道已基本畅
通。未来，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推
进，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将借力资本市场的改革春风做优做强。

本报记者 刘 琪

“十一”假期过后，中国人民银行
（下称“央行”）公开市场迎来大规模
逆回购到期。10月8日至10月14日的
7个工作日累计有9680亿元逆回购到
期。其中，10月8日就有6110亿元逆
回购到期。

大规模逆回购到期对应的是前
期大规模的投放。仲量联行大中华
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
对记者表示，“十一”假期的前一周，
央行通过开展7天期及14天期逆回购
操作，在公开市场完成投放8780亿
元，旨在呵护资金面整体保持宽松，

平稳跨月、跨季。
从近两日的公开市场操作来看，

10月8日，央行开展170亿元7天期逆
回购，实现净回笼5940亿元；10月9
日，央行进一步缩量，仅开展20亿元7
天期逆回购，实现净投放20亿元。两
日操作利率均维持2%不变。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
周茂华对记者表示，节后央行公开市
场操作回归低量，符合以往操作惯
例。目前市场显现“节后效应”，流动
性偏宽松。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回收过剩流动性，推动资金面缓步向
合理充裕收敛，以避免流动性过度。
同时，通过适度的投放满足机构流动

性需求，确保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资金价格也反映出当前流动性

较假期前充裕。据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数据显示，9月29日、9月30
日 DR007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分 别 为
2.1321%、2.0919%，10月8日已降至
1.5421%，截至10月9日14时，DR007加
权平均利率为1.4675%。

“在公开市场操作规模、流动性
等数量型指标之外，作为观察流动性
松紧程度最直观、最准确、最及时的
价格型指标，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
短端利率整体回落，显示市场流动性
无忧。”庞溟认为。

庞溟进一步表示，考虑到假期后

现金回流趋势、9月末财政集中支出
带来资金投放、10月初政府债券发行
量小于到期量带来净缴款额为负数
等诸多因素，节后市场流动性继续平
稳，预计短期内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将
继续低量开展逆回购。

谈及短期内逆回购操作利率是
否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周茂华认
为，前期央行接连出台增量接续政
策，政策效果逐步释放。从目前国内
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外部均衡等角
度看，短期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的可
能性偏低，但预计央行会继续引导金
融机构合理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薄
弱环节、重点新兴领域的融资成本。

央行逆回购操作重回20亿元低量
意在回收过剩流动性实现合理充裕 本报记者 杜雨萌

10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
近期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已处于历
史较高水平。为切实做好生猪市场保
供稳价工作，近日国家将投放今年第五
批中央猪肉储备。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猪肉
储备吞吐是控制猪肉价格波动的一种
调控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价格波动的
摩擦力，控制价格波幅。

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9
日，生猪(品种:外三元)均价为26.57元/公
斤(13.26元/斤),猪价环比上涨13.84%，同
比上涨140.45%；内三元生猪价格为
26.15元/公斤(13.08元/斤),猪价环比上涨
14.09%，同比上涨142.8%。

国家发改委指出，当前，国内生猪产
能总体合理充裕，能繁母猪、新生仔猪、
育肥猪存栏量均连续多个月回升，后期
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基础。下
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
关注生猪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继续投
放中央猪肉储备，必要时进一步加大投
放力度，并指导各地同步投放地方政府
猪肉储备。

农业农村部9月底召开的部门协调
会议也表示，当前生猪生产和供应形势
持续向好，能繁母猪存栏量处于正常水
平，生猪存栏量连续5个月增长，规模猪
场中大猪存栏量和新生仔猪数量均高

于去年同期水平，后期上市肥猪充足、
市场供应有保障。会议强调，要加强生
猪生产形势研判，采取有力有效措施，
确保四季度特别是重大节假日期间猪
肉平稳供应。

另外，猪肉价格是国内CPI的重要影
响因子。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此前表示，从整个8月份来看，猪肉价格
环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回落了25.5
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0.01个百分点。
在去年低基数的影响下，猪肉价格同比
上涨22.4%，涨幅比上月扩大了2.2个百
分点，影响CPI上涨大概0.3个百分点。

对于即将公布的9月份CPI数据，王
青认为，受上年同期基数走低、节日因
素提振近期猪肉价格有所上扬带动，9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将有显著扩大，
加之类似原因导致9月份蔬菜价格同比
涨幅也有所扩大，这将抵消9月份成品
油价格下调带来的影响，进而推高整体
CPI涨幅。预计9月份CPI同比涨幅或升
至3.0%左右。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持有
不同观点。在他看来，猪肉价格只是影
响CPI当月同比的因素之一。从“三分
法”角度看，在9月份国际油价持续下
行，以及国家发改委下调成品油价格的
背景下，叠加2021年同期基数小幅上
行，预计9月份交通工具用燃料CPI当月
同比大概率下行，对猪肉CPI当月同比
的上行形成对冲。综上，预计9月份CPI
同比难以大幅上行，破“3”概率较低。

第五批中央猪肉储备将投放
专家预计9月份CPI有上升空间

本报记者 吴晓璐

国庆假期期间，外围市场先涨
后跌，波动较大，节后A股市场走势
备受关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专家认为，目前A股进入底部区
间，四季度有望企稳回升。四季度
稳增长政策或更加积极，A股或成全
球资金阶段性“避险地”。在当前背
景下，央企上市公司更具估值优势，
且具有高股息、业绩更稳定等特征，
央企龙头尤其值得关注。

稳增长政策或更加积极
央企有望率先受益

节后 A 股开盘前，多家券商发
布研报称，当前 A 股下行空间有
限，底部特征显现。中信证券表
示，当前市场底部特征体现在谨慎
心态高度一致、成交持续低迷、估
值 更 加 合 理 。Wind 资 讯 数 据 显
示，截至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平均
市盈率为 16.227 倍，接近今年 4 月
份低点。

广发证券最新研报认为，目前
A 股赔率处在较为便宜的位置，市
场进一步大幅下行的风险不大。当
下市场改善需看到两大要素，美债
利率上行压力得到明显缓解，以及
国内稳增长政策预期的重新统一，
预计两大要素大概率在四季度先后
触发。

中泰证券策略分析师张文宇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四季度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预计货币、财政等稳
增长政策或更加积极。A股或成为
全球资金阶段性的“避险地”。

“A股四季度有望企稳回升，尤
其是一些估值有吸引力的行业龙头
公司。”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
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在此背景下，市场认为，优质央

企配置价值凸显。“A股央企以行业
巨头为主，具备市值大、估值低、高
股息、业绩更稳定等特征，是A股盈
利增长的权重‘稳定器’，将在四季
度市场波动及风格收敛的过程中凸
显配置‘性价比’。”广发证券研报
称，当前央企上市公司PE（TTM）约9
倍，处于历史低位。

“央企具备较高股息率。基于
稳增长及低估值修复逻辑，央企有
望率先受益。”张文宇表示。

从 央 企 经 营 情 况 来 看 ，今 年
以 来 ，央 企 经 济 效 益 呈 稳 定 增
长。财政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前 8 个月，中央企业营
业 总 收 入 29433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利润总额 21596.2 亿元，
同比增长 4.7%。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收官之年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决战
决胜之年。张文宇认为，2022年作

为三年行动计划大考年，相关国企
会更有动力去主动管理市场价值、
传递公司价值，央企龙头尤其值得
关注。今年5月份，国务院国资委印
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
作方案》，要求各央企在 3年内分类
施策、精准发力，推动打造一批核心
竞争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的旗舰型
龙头上市公司，培育一批专业优势
明显、质量品牌突出的专业化领航
上市公司。

陈雳表示，近年来，央企上市
公司在应对处理资本市场变化的
能力及反应速度方面稳步提升。
同时，央企在经济发展中的“定心
石”作用也在显现，尤其是能源和
资源型企业。

今年4月份，为维护资本市场稳
定，证监会、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发

布《关于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健康
发展的通知》，提出“上市公司的国
有股东要做积极的、负责任的股东，
积极增持价值低估的上市公司股
票，支持上市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现
金分红。”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5户央
企境内上市公司得到大股东增持，
增持金额 65.6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加 118.75%，另外，有 37户推出回购
计划，较去年同期增加23.33%。

谈及央企投资机会，张文宇认
为，可以重点关注 2020年和 2021年
实施过股权激励，且受益于中央财
政密集发力领域的高分红（红利指
数）央企。此外，在科技方面，国产
替代将是四季度最确定的方向之
一，也可以关注低估值的央企科技
优质龙头。

机构:A股将成全球“避险地”关注央企科技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