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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日，多地公布前三季度重
大项目建设情况，“超序时进度”
成为关键词。与此同时，一批重
大项目正加紧开工，以巩固经济
复苏势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前三季
度多地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序时
进度，主要源于三季度集中发力。
预计四季度基建投资将继续保持
高增，全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达到
12%左右，对今年经济增速的拉动
力将在1.1个百分点左右。

结合各地的情况来看，10 月
18日，四川省发改委发布的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700个省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6261.5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 97.2%，超序时进度 22.2个

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3.1
个百分点；10月19日，江西省发改
委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省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 4233.66亿元，占
年计划101.6%，较去年同期提高2
个百分点。

10月25日，重庆市发改委、广
东省发改委分别发布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重庆市各区县深入实施

“抓项目稳投资”专项行动，区县牵
头实施的 735个市级重大项目共
完成投资1562.9亿元，投资进度达
85.2%，快于序时进度 10.2个百分
点；前三季度，广东省省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7876.6 亿元，完成进度
87.5%。今年广东省安排省重点
建设项目 1570个，年度计划投资
9000亿元。

在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
后勤看来，重大项目是拉动经济、

拉动产业链联动以及稳定投资的
重要载体，多地前三季度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超序时进度，一方面体现
了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执行效率高，
另一方面各类投资都出现明显增
长，这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起到重
要作用。

“三季度，各项稳投资政策进
入发力显效期，各地抓住经济回稳
向上的关键时间窗口，加快推动重
大项目落地、施工，因此一些省市
重大项目完成投资超序时进度。”
王青称。

与此同时，多地正抓紧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例如，10月26日，山
东省胶州市举行“上合新区 2022
年第四季度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开
工暨2023年投资发布仪式”，此次
集 中 开 工 54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499.39亿元；10月 25日，四川省成

都市成华区举行 2022年第四季度
“631”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此
次集中开工 43 个项目，总投资
200.7亿元。

王青表示，在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及接续政策措施发力显效带
动下，当前经济进入较为稳定的回
升过程。四季度宏观政策还需保
持稳增长取向，其中一个主要发力
点就是要保持基建投资。由此，当
前推进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重大项
目加紧开工，将为四季度稳投资稳
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谢后勤认为，基建投资仍然是
第四季度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重大项目加紧开工将在年内尽量
多地形成实物工作量，更好发挥投
资的带动作用。预计后续基建投
资将会再提速，进一步巩固经济复
苏势头，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

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专项债结存限
额、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保
交楼专项借款等政策工具在加快
落地。

“这表明当前扩投资政策工具
丰富，既能有效保障投资项目的资
金来源，又能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规模反弹，兼顾稳增长与控风
险。”王青说。

王青建议，四季度扩投资的
重点是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继
续在关键时间节点发挥逆周期调
节作用。为此，在各类政策工具
充分发力背景下，除了银行要保
证配套贷款投放力度外，各地需
着力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及施工进
度，项目用地用能等配套措施要
及时跟上。

重大项目建设刷新“进度条”
多地前三季度完成投资超序时进度

本报记者 包兴安

10 月 27 日，财政部 PPP 中心
发布数据，前三季度，全国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
台管理库新入库项目 430个、投资
额 6935亿元。其中，第三季度，新
入库项目 151 个、投资额 2349 亿
元。具体到9月份，新入库项目44
个、投资额1016亿元。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今年国家持续加大
政府基建投资规模，对稳经济稳增
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PPP
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充
分发挥了政府主导作用，实现政府
项目推动，加快实物量转化；同时，
吸引带动民间资本，激发市场投资
活力，推动经济恢复增长。

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累计
入库项目 10331个、投资额 16.5万
亿元；累计签约项目 8430个、投资
额 13.8 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
数、投资额的 81.6%、83.8%；累计
开工建设项目 6651 个、投资额
11.0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数、
投资额的 64.4%、66.4%。累计开
工建设项目数量较截至二季度末
的数量增加 1371个，原因主要是
补录此前已开工项目信息。

按行业看，第三季度，新入库
项目投资额前五位分别是交通运
输 1017亿元、市政工程 471亿元、
城镇综合开发 314亿元、教育 145
亿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89亿
元。累计在库项目投资额前五位
分别是交通运输 59280 亿元、市
政工程 46440 亿元、城镇综合开
发 19623 亿元、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 10620 亿元、水利建设 3963
亿元。

“两新一重”项目方面，第三季
度，新入库项目123个、投资额2043
亿元。2014年以来，累计在库项目
8751个、投资额14.3万亿元；其中，
签约项目7229个、投资额12.1万亿
元，开工建设项目5750个、投资额
9.5万亿元。

张依群表示，目前，PPP 适度
扩大投资领域，聚焦“两新一重”，
促进投资高质量发展。未来 PPP
投资仍将是重要投资方式，形成政
府与市场投资互动，持续为提升政
府基础设施功能、补齐经济增长短
板发挥积极作用。

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方
面，第三季度，新入库项目 70个、
投资额 597亿元，占全部新入库项
目的25.4%。2014年以来，管理库
累计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
5913个、投资额 5.7万亿元；其中，

签约项目 4803个、投资额 4.8万亿
元；开工建设项目 3765个、投资额
3.8万亿元。

消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方面，第三季度，新入库项目 29
个、投资额 237 亿元。2014 年以
来，累计消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项

目 1493个、投资额 1.2万亿元；其
中签约项目 1155个、投资额 9477
亿元；开工建设项目 883个、投资
额7195亿元。

在北京中泽融信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仕坤看来，当前经
济下行压力下，运用好PPP模式可

以有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通过引入竞
争机制，提升项目运行效率，通过
风险共担，降低政府债务风险，真
正发挥PPP模式在扩大增量投资、
盘活存量资产以及增强经济活力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PPP助力稳投资补短板
第三季度新入库项目151个投资额达2349亿元

本报讯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官
网 10 月 27 日消息，中国银行业协
会近日发布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1-2022）》（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从货币的收支、储
备、外汇交易等各个角度来衡量，人
民币全球地位稳步提升。根据各官
方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人民币是
中国跨境收支第二大常用货币、全
球外汇储备第五大常用货币、全球
外汇交易第八大常用货币。

从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根
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
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
3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较上
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近三
成。人民币跨境收付占同期本外
币 跨 境 收 付 总 金 额 的 比 重 为
48.4%，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约
1个百分点。从人民币债券市场发
展情况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
到持续深化。根据人民银行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末，境外机
构和个人持有境内债券 4.09 万亿
元，全年增加 7553.76亿元，同比增
长 22.65%，为非居民持有的第一
大种类资产。这是自 2014 年以
来，境外投资者连续第八年增持境
内债券。

《报告》提到，人民币国际化
在面临多重挑战的同时，也迎来
了新的机遇。在“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下，我国加快培育完整内需
体系，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消费对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容
量巨大、需求升级的国内大市场，
拓宽和巩固了人民币贸易收付主
干道，同时通过加强金融体系建
设、提高金融风险管控能力夯实
国内经济基础，推动高质量对外
开放，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在全
球金融市场的接受度。“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有效增强了人民币国
际化市场驱动力。

截至 2022年 1月末，我国已与
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推
进能够有效带动离岸人民币市场
纵向发展，促进离岸人民币服务网
络和体系日趋完善。同时，2022年

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将为人民
币国际化发展提供外部动力和新
的机遇。此外，随着中国金融市场
双向开放进程加速，境外市场主体
对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预期持续提
升，参与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意愿不
断增强，未来人民币资产在境外金
融机构可投资资产中的配置比重
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报告》认为，“当前，人民币在
国际支付、融资、储备中的使用虽
有所提升，但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
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人民银行
持续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断
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支持体
系。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
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要紧
抓发展机遇，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稳
步前行”。

《报告》建议商业银行在以下
几个方面着力开展工作：一要深
挖全球性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业
务需求，定制综合性人民币金融
服务方案，提高其跨境人民币使
用积极性；二要按照需求驱动、政
策引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重
点加强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地区及
RCEP 区域的跨境使用；三要服务

“走出去”企业在大宗商品、对外
承包工程等重点领域，构建跨境
人民币使用生态；四要把握好政
策红利，加强产品创新，提升跨境
人民币在新业态场景中的使用，
赋能贸易新业态发展；五要利用
自贸区资源、发挥自贸区特色，探
索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形
成良好的示范效应。

为了进一步加快和推进人民
币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提升各类

市场主体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报
告》中特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关
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建
议：一是建议政府部门及监管机
构进一步加强内外部沟通合作，
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争取同
更多国家货币当局建立相关机
制，探索建立立体化跨境人民币
洗钱风险预警及监测体系等；二
是建议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
用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产品
及服务，推进统一本外币的贸易
投资便利化政策标准，规范《跨境
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名单》发布频
率，以及推动建设本外币合一的账
户管理体系等；三是建议继续打造
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进一步扩大
CIPS 参与者范围，不断完善 CIPS
功能，并加速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
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建议进一
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扩大金融市场
开放，探索扩展现有跨境投资的产
品类型，适当扩大跨境投资中国金
融市场的参与者范围，进一步完善

“跨境理财通”政策，推动建设跨境
大宗商品交易所等；五是建议更为
积极地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进
一步优化离岸人民币清算体系，
不断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金融产
品种类，鼓励中资金融机构“走出
去”设立分支机构，允许中资离岸
银行经营 OSA 离岸人民币业务
等。 （苏向杲 杨 洁）

中银协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2022）》

人民币全球地位稳步提升 境外投资者连续第八年增持境内债券

本报记者 吴晓璐

发展直接融资一直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近
日，中国证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时提出，“完
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 IPO和再融资保持常态化，
交易所债市新招实招频出。《证券日报》记者据Wind
资讯数据统计，截至10月27日，年内A股 IPO和再融
资规模合计1.33万亿元、交易所债券融资规模达4.45
万亿元，资本市场股债实现融资合计5.78万亿元。

“近年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不断增长，在
总量提升的同时，层次更加丰富。”中信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多层
次资本市场能够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多样化融资需
求，既能够帮助成熟企业进行股权、债权融资，继续
做大做强，也能够给初创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

培育中小科创企业壮大
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 Wind 资讯数据统计，截至 10 月 27 日，年内
325 只新股上市，募资合计 5100.23 亿元，同比增长
24.4%；再融资规模达 8168.57亿元，其中定增、配股
和可转债融资分别为 5359.02 亿元、567.18 亿元和
2242.37亿元。综合来看，年内A股股权融资规模达
1.33万亿元，同比增长5.34%。

从行业来看，年内上市新股中，电子、医药生物、
通信和电力设备行业首发募资金额较高，分别为
1033.86 亿元、641.49 亿元、638.36 亿元和 571.92 亿
元，合计募资 2885.63亿元，占年内新股募资总额的
56.58%，较去年同期提升15.06个百分点。从板块来
看，注册制下，科创板、创业板募资 3746.87亿元，占
年内新股募资总额的73.46%，较去年同期提升17.08
个百分点。

此外，中小民营企业上市融资规模不容小觑。
年内上市新股中，民营企业上市募资 3295.18亿元，
占比64.61%，较去年同期提升4.07个百分点。

交易所债市方面，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
10月27日，年内交易所债市融资4.45万亿元（剔除可
转债）。其中，科技创新债、绿色债券融资规模分别
为739.86亿元、1424.39亿元。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是近年来实现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一
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力支持了科技创新，推进
我国前沿行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改变了中小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实现了我国大中小企业普惠发展。

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

在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看
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即通过改革完善制度、优化
结构、改善生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
能、资源配置功能、价格信号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等

“四大功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直接融资规模大幅提

升，但融资结构仍需要进一步优化，为产业投资基金
和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充分发挥
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即定价功能，尤其是一级市
场定价，通过定价引导要素资源向符合国家发展战
略的领域聚集；发挥价格信号功能，即发挥资本市场
经济‘晴雨表’功能；发挥风险管理功能，需要丰富风
险管理工具，鼓励资本市场中介机构发展风险管理
业务，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分担作用。”杨成长表示。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此前发文指出，“资本市场在
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导、预期管理等方面有
独特而重要的功能，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关键所在，在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明明认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最重要的是进一
步强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下一步，资本市
场将继续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并扩大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拓宽境外上市融资渠道。

“健全我国资本市场功能重在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产业进步、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田利辉认为，我国
资本市场需要更好地推进价值投资，强化价格发现，进
而优化资源配置。另外，需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
企业竞争力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保护
中小股东，呵护利益相关者；需要出台更多的绿色金融
工具，更好地开展碳定价，推进“双碳”事业。

年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5.78万亿元
“四大功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年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9%，较上年人

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近三成

○截至2021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债券4.09万亿元，全年增加7553.76

亿元，同比增长22.65%

○截至2022年1月末，我国已与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上接A1版）
“9月份PPI同比涨幅延续下行走势，中下游行业

利润持续改善，反映出我国工业企业上下游利润分配
结构处于逐步改善过程中。部分中下游制造业面临
能源原材料成本投入压力，国内保供稳价、助企纾困
政策措施仍不能放松。”周茂华说。

杨欣表示，中下游制造业和出口、内需的相关度
较高，所以后续需重点关注需求端的情况。海外发达
经济体经济正趋下滑，外需回落会对相关企业出口形
成拖累。内需方面，促消费政策下的汽车行业以及竣
工端支撑下的建筑建材行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支撑
作用。

周茂华预计，工业部门利润结构将进一步改善，
经营效益有望好转。目前国内需求延续复苏态势，一
系列纾困帮扶、保供稳价、降本增效，扩大有效需求政
策有助于在供需两端提升工业部门经营效益；同时，
PPI同比趋势下降，反映工业上下游利润结构将持续
优化。海外金融环境收紧、经济趋势放缓等，将对多
数大宗商品价格构成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