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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冀川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物流运行稳步恢复，行业发
展整体向好。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社会
物流总额24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3.5%，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比 1
月份至8月份回升0.1个百分点。

从环比数据来看，社会物流总额增速稳步
回升，三季度当季增速比二季度提高 3.3个百
分点。综合来看，三季度受益于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落地显效，重点领域产业
链恢复效果明显，物流需求整体稳步回升。

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工业品物流总额同

比增长 3.9%，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0.4 个百分
点。从年内情况看，三季度同比增长 4.8%，较
二季度回升4.1个百分点。

从结构看，受益于基建投资加快，上游原
材料制造业物流有所改善，装备制造业特别是
汽车制造物流快速修复，三季度汽车制造物流
总额增长25.4%，汽车物流量增长超过30%。

伴随着高技术制造业平稳较快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产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充电
桩、风力发电机组、光伏电池等新能源产品产
量同比增长超过 30%，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
璃、多晶硅、单晶硅等新材料增长超过50%，新
动能物流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加强了对工业物
流增长的支撑。

前三季度，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
增长3.1%，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6.1%，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5.7%，比1月份至8月份提高0.1个百分点。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物
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大成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物流业既支撑生产，又支
撑民生，从数据来看，工业与民生消费物流稳
步复苏，说明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显
效，经济呈现逐步恢复发展态势。

中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冬
伟表示，在政策和资本驱动下，新能源产业上
半年产能快速释放，也体现在对工业物流的需

求上，新能源产业链逐渐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

此外，从景气水平来看，前三季度中国物
流业景气指数平均为50%。9月份中国物流业
景气指数环比回升 4.3个百分点，扭转连续两
个月回落的走势。随着制造业等上游产业进
入传统旺季，物流景气同步回暖，且回升幅度
明显快于制造业PMI等指数平均水平，显示物
流行业稳步恢复，景气回升。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物流业总收入 9.3万
亿元，同比增长 5.9%，增速高于同期社会物流
总额、社会物流总费用，显示物流行业恢复较
快，市场规模稳步扩张，有力支撑产业链、民生
消费各领域平稳有序运转。

前三季度物流运行稳步恢复 行业发展向好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前三季度为247万亿元，同比增长3.5%

张 颖

以改革促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发
展，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稳步推进。

11月5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五届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对外开
放”分论坛上表示，“证监会继续坚定不移推动
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以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吸引更多境内外中长期资金。”

不断完善沪深港通机制，优化交易日历安
排，是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的重
要举措之一。

11月4日，中国结算就港股通交易日历优化
配套业务规则《新增港股通交易日交易结算风
险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内地与香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登记、存管、结算业
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市场意
见。实际上，早在8月12日，两地证监会就发布
联合公告，启动了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工作。

沪港通和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开
通，实现了港交所与沪深交易所的互联互通；2022
年7月4日，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纳入内地与
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启航，这意
味着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随着交易金额增长，沪深港通对两
地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已成为吸引增
量资金的重要渠道。截至今年9月底，沪深股通
资金合计净流入1.68万亿元。

香港交易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沪
深股通的成交总额为27.6万亿元人民币，与
2020年21.1万亿元人民币的成交总额相比增长
31%，创下历年新高。

2017年7月份，债券通“北向通”开通，2021
年9月份，债券通“南向通”落地，全球投资者参
与中国债券市场、内地机构投资者投资香港及
全球债券市场实现了“双向通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
度型开放”。证监会在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讲报告会时也提出，深化资本市场改
革、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近年来，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举措
渐次落地，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方星海表示，近年来，证监会推动A股纳入
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
数，纳入比例不断提升；中日、深港、沪港ETF
互通相继开通，已推出11只中日ETF互通产
品、6只内地与香港ETF互通产品，即将推出中
国与新加坡之间的ETF互通产品。

持续推进互联互通受到资本市场各方的
一致关注与热捧，不但有利于海外投资者更加
便利和精细化的布局A股细分行业和热门赛
道，也有利于引入长线资金，进一步优化资本
市场的流动性。

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近年来
我国资本市场转向全面制度型开放的一个缩
影，为高水平的开放进一步打开发展空间。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随着互联互通的进一步
深化，A股和港股市场将涌入更多增量资金，同
时也能实现资本市场互惠双赢，这对推动A股
和港股市场的长期良性协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和深远影响。

一系列制度型开放举措落地，正加快推动
中国资本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
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相信
中国资本市场将会在高水平开放中，为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新活力，创造出新机遇。

完善沪深港通机制
为高水平开放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见习记者 毛艺融

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迈入收官之年，沪
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展现
出较强的经营韧性。据统计，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沪市262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逾15
万亿元，在沪市中占比超过三成，相较2020年
初市值增幅超过7%，规模持续提升。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沪
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分别为20.78万亿元和2.0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1.9%和8.5%。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借助各项资本工
具，沪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提质增效，优化治
理。与此同时，随着今年5月份《提高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出台，新一轮改革
红利不断释放，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推动更多
优势资源向上市公司汇聚，为资本市场注入

新的活力。
近年来，沪市央企不断深入实施专业化整

合，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资源有效整合，在服务
国家战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促进实现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1月4日，沪市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共披露重组方案10家次，涉及交
易金额约514亿元；完成非公开发行4家次，募
集资金约63亿元。

例如，中国建材集团推动旗下宁夏建材、
祁连山、中材国际等多家公司启动重组，理顺
集团内部业务架构，解决同业竞争，并完善公
司产业链，实现行业深度整合；中国宝武集团
下属宝信软件、宝钢包装通过重组，进一步做
优、做强、做大主业，提升综合竞争力。

同时，沪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积极利用分
拆上市机遇，优化子公司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业务板块估值，打造专业化上市平台。今年

以来，中国西电、中国交建先后公告分拆预
案，拟将下属电器设备检测、咨询设计等板块
独立上市，从而理顺业务架构，突出主业优
势。

此外，再融资成为不少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青睐的手段。中国能建于今年10月份公告称，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150亿元，用于
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综合能源项目。近期，沪
市金融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邮储银行抛出450亿
元定增方案，拟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为公
司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

“国企改革一直是央企的重点任务，尤其
是利用好国企相关控股上市公司平台，通过项
目增发、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引入战略
投资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资本市场的
重要功能，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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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8.5%
汇聚更多优势资源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吴晓璐

10月31日，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正式启
动，从运行首周5个交易日的情况看，42只做
市股票整体成交量明显提升，成交额和换手
率亦有所增长，做市业务整体运行平稳。另
据记者了解，做市系统运行良好，大多做市
标的公司与做市商保持良好沟通，做市商对
公司市值定价也有较为合理的判断。

“科创板做市交易启动后，相关股票市
场波动幅度有所降低，体现出做市商提升
市场稳定性的作用。另外，做市交易启动
首周的成交额与9月份周均成交额相比大
幅度提升。”申万宏源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未来随着做市商数量以
及做市股票数量增加，做市商在提升股票
流动性和释放市场活力方面的作用将日益
凸显。

从二级市场表现看，Wind资讯数据显
示，自10月31日以来截至11月4日收盘，42只
做市股票中有38只上涨，占比90.48%，其中，

16只涨幅超过10%。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板做市交易实施
一周，时间尚短，做市股票大多上涨，更多是
因为这些公司与国家战略和产业布局比较
匹配。另外，这些公司基本面较好，前期经
历了深度回调。

从成交量和换手率来看，据Wind资讯数
据统计，42只股票上周平均日均成交量为
664.05万手，环比增长13.74%；平均日均换
手率为3.4865%，环比提升0.5773个百分点；
平均日均成交额3.48亿元，也呈现增长态
势。整体来看，42只股票流动性明显提升。

多家做市标的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做
市商参与交易，提高了公司股票流动性，有利
于合理估值和定价，助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

谈及做市商参与交易对公司的影响，睿
创微纳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做市商参与交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
司股票的流动性。同时，做市商作为专业投
资机构，对公司的价值有更客观的认识和判

断，有利于引导市场形成对公司合理的估
值，增强对科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助力公司
长期健康发展。

“做市商参与交易有助于增强市场价格
发现功能，促进合理定价；有利于稳定公司
股价，减少市场非理性行为和‘羊群效应’；
有利于增加市场活跃度，提升公司股票流动
性。”珠海冠宇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长期来看，做市商制度能为公司未
来资本市场运作提供更多便利，有利于公司
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
利益。

Wind资讯数据显示，做市交易首周，珠
海冠宇、睿创微纳日均成交量分别为1495.81
万 手 、818.78 万 手 ，环 比 增 长 45.85% 、
33.41%。

与此同时，做市商和做市标的保持良好
互动。申万宏源证券为2只股票提供做市服
务，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与做市企业
保持顺畅沟通，通过内部估值体系对做市企
业进行估值。

科创板做市交易首周：
整体运行平稳 超九成做市股票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