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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癸卯兔年春节临近，我国各地的旅游
及消费日渐红火，经济稳步复苏，经济发展内
生动能回稳走强。这一切离不开挑大梁“唱主
角”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的“主引擎”与“压舱
石”，尤其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上市公司的
作用更加明显，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多措并举“稳岗保就业”“复工复产”。
眼下正值岁末年初，为确保春节期间企业

生产有序，全国各地正在以务实举措推进企业
稳岗留工。在有序引导下，全国各地上市公司
在稳岗保就业等方面做出了表率。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多家上市公司的复
工复产已经按下“加速键”。制造业生产迅速回
暖，多地宣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八成；
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多省组团赴海外“抢订
单”“引外资”，推动外贸企业开拓市场……一系
列积极举措，体现了各地上市公司发力稳经

济、促增长的决心和行动力，也充分展现了上
市公司“国之重器”的责任与担当。

二是勇于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
改革创新是上市公司崛起腾飞的动力，唯

有紧跟经济脉动，开拓创新，才能保持蓬勃生
机。近年来，科技类上市公司异军突起，越来越
多的上市公司正在增强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推
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管
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近几年，我国科创
板、创业板相继试点注册制，深化新三板改革、
设立北交所等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为大量科
技企业提供了融资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除了改革创新，上市公司还需要围绕锚定
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做强做优做大，加快
步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面对内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上市公司经营要更加稳健，围绕核心业
务、核心专长、核心市场、核心客户，构筑核心竞
争力，还可通过市场细分和产品细分，把企业打
造成行业龙头或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

三是建圈强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贯通。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市公司不适合单兵作
战，而是建圈强链，横向延链纵向贯通，实现集
约化、精细化经营。上市公司勇当“链主”，通
过各种活动，更好地发挥产业链集成作用，引
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积极为“链主”企业配套，
做优产业生态圈，提升本地配套率。通过构建

“链上”服务体系，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上
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增强产业
链与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竞争力。此外，
通过集群化发展，产业对接、投融资对接，会让
资源要素更集聚，使得金融服务更高效，从而
高效赋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站在新起点，在央地立体施策、综合发力
的背景下，市场主体信心得到提振，上市公司
敢挑大梁唱主角，多举措稳经济促发展，为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稳经济促发展 上市公司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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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1月12日，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2年12月
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
五大首席，大多数首席预计，2022年12月份，
CPI同比或小幅上涨，PPI跌幅有所收窄。展望
2023年，在消费复苏拉动下，通胀水平会持续
回升，CPI增长中枢或高于去年，但增长趋势或
较为温和。

CPI同比增速或小幅上行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预计，2022
年12月份CPI同比将在1.8%左右，涨幅较上一

月小幅扩大0.2%。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食品方

面，弹性最大的猪肉与鲜菜走出相反行情，其
中受疫情影响，猪肉价格需求明显转弱，前期
压栏惜售行为转为集中出栏，猪肉价格出现下
跌。鲜菜价格提前出现节日性上涨，12月中下
旬鲜菜、鲜果涨幅较大。预计2022年12月份食
品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非食品方面，2022年11月下旬以来成品
油价格连续下调，预计能源类价格将明显回
落。各类服务价格方面，包括房屋租金、旅游、
文娱、教育、家庭服务等将偏弱；消费品方面，
预计仅衣着和药品价格分别因季节性和疫情
需求有所上涨，快消与耐消类均将呈现弱势。”
温彬表示，整体来看，预计2022年12月份CPI环

比下降0.1%，同比增速将小幅上行至1.8%，
2022年全年CPI同比上涨2.0%，基本处于合理
区间。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
表示，预计2022年12月份CPI将会在1.8%附近。

“CPI方面，2022年12月份食品项价格小幅
上行，叠加非食品项价格在年末的季节性上
涨，CPI同比小幅回升至1.9%附近。”中信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判断。

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目前
海外仍被高通胀困扰，欧美通胀水平仍处于近
几十年的高位。相对而言，中国的通胀形势整
体温和，这与中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不搞“大
水漫灌”是分不开的。

在PPI方面，温彬预计，2022年12月份PPI

同比跌幅明显收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跌
互现，其中原油价格低位企稳后小幅反弹，天
然气供需形势好于预期导致价格回落，主要
金属价格小幅回升。面对输入型通胀压力减
弱以及需求不足，国内工业品价格整体弱于
国际市场。

“上游能源方面，成品油价格连续下调，
煤炭价格持续走弱，但天然气价格有所反弹，
金属类现货价格整体上行；中下游领域，建
材、化工产品价格均出现下降，生猪与饲料价
格大幅回落。”温彬表示，2022年12月份制造
业PMI出厂价格指数为49.0%，仍低于50%临界
线，但较2022年11月份有所上升。预计2022年
12月份PPI环比下降0.1%，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至0.2%。 （下转A2版）

五大首席前瞻：

今年国内物价走势延续温和状态

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9日，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8”。Wind数据显
示，截至当日收盘，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收盘报6.7712，盘中最高升至6.7592，创2022
年8月16日以来新高；截至当日18时，更多反
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报6.7907，盘中最高触及6.7664，亦创下
2022年8月16日以来新高。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
647个基点报6.8265，创2022年8月23日以来
新高。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2023
年以来已连续“五连涨”。今年以来，在岸及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均持续攀升。截至1
月9日收盘，今年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上涨2.59%；截至1月9日18时30分，离岸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内上涨1.85%。

本轮人民币升值始于2022年11月份。在

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11月1日的低点7.328，
一路走强至目前的6.7592，期间累计上涨超
560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由
2022年11月1日低点7.3565，最高升至2023年
1月9日盘中的6.7664，期间涨超5900个基点。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走强，主要是市场
对国内经济复苏前景更趋乐观、美元走弱，
以及近期市场情绪回暖吸引资金趋势流
入。”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
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9日18时30分，
美元指数自去年11月份以来跌幅超7%。美
元指数的下跌，也利多于我国外汇储备。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1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22年 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277亿美元，较11月末上升102亿美元。同
时，外汇储备规模也连续第二个月在3.1万亿
美元之上。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2022

年12月份，全球通胀虽高位回落但仍远高于
各国政策目标，发达国家继续收紧货币政
策，全球债券和股票价格总体下跌，我国外
汇储备受到资产价格变化的负面影响。

展望人民币汇率后期走势，日前，中国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长期看，人民币汇
率会保持双向波动，但总体上将持续走强”。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
究部总监庞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预计，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保持基本稳定，全年总体趋势有望保持稳
步回升、温和走强并逐步向中长期均衡价值
水平和合理区间趋近。

周茂华认为，2023年人民币有望继续在
合理均衡水平附近运行。当前人民币汇率
弹性不断增强，双向波动成为常态，外贸企
业需坚持“风险中性”理念，积极做好汇率风
险管理。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升破6.8
今年有望保持稳步回升趋势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见习记者 毛艺融

1月9日，建发股份发布公告称，拟通过现
金方式收购美凯龙不超过30%的股份，有可能
成为其控股股东。

业内人士称，从并购目的来看，产业整合
与协同效应成为交易双方的核心诉求。如本
次交易达成，这将成为2023年A股市场首例“A
并A”案例，今年资本市场将延续2022年的“A并
A”热度。

对此，联储证券总经理助理尹中余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案例符合国家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导向，也符合资本市场
重点服务方向。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虽然股市有所回暖，
但多数公司股价仍处于历史相对低位水平，同
时许多公司已开展新一年的投资计划，此时并
购有利于降低成本，为后续整合奠定基础。

另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发起的“A并
A”案例共有14单，其中紫金矿业控股ST龙净、
华润三九收购昆药集团等8单已经完成，山东
黄金收购银泰黄金等6单正在推进中。

吴婉莹表示，“A并A”理论上有利于整合产
业资源，触发协同效应，提升行业整体景气度，
有利于并购方拓展业务布局和并购标的改善
流动性，但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并购后整合效果
不佳，造成并购方投资收益不良、并购标的业
务开展不利等风险。

“并购双方均以产业并购为目标，会形成
‘1+1大于2’的合力。但如果买方仅看中并购
标的的收入和资产规模，从并表角度考虑并
购，或将带来‘又一家大而不强’的反向效果。
另外，如果买方想用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套利，
需要提醒买方股东审慎决策。”尹中余表示。

展望2023年，从交易发起方来看，尹中余
认为，预计“A并A”的买方多以头部上市公司为
主，尤其是传统行业中部分产业整合不到位、

“大而不强”的上市公司，主动寻求并购，进一
步发挥产业链的价值效应。

从交易标的看，吴婉莹表示，随着经济结
构转型、产业升级发展及政策驱动，预计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
业领域中，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上市公司有
较大概率成为行业龙头公司的理想并购标的。

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
院院长田利辉对记者表示，2023年“A并A”案例
数量有望继续增多，规模扩大，而且会聚焦估
值洼地和科技前沿公司。具有潜力的中小上
市公司会是重要并购标的，高科技、新能源等
亟需补链强链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会出现更多“A并A”案例。

寻求产业整合与协同效应
2023年“A并A”或延续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