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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3 月 10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下降 0.2%。

“2 月份 CPI 同比下降，主要是受春

节错月和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的影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主任郭丽岩分析，在 2 月份 0.2%的同比

降幅中，新涨价影响约为 1.6 个百分点，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8 个

百分点。

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是拉低

CPI 的重要因素。2 月份，食品价格由上

月的同比上涨 1.6%转为同比下降 0.2%。

食品中，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猪肉

价格同比下降 14.9%。非食品价格同比

下降 0.2%，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 0.15

个百分点。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

看，2 月份，CPI 比 1 月份上涨 0.6%。

今年 2 月份恰逢牛年春节假期，各

地消费旺盛。受节日效应及天气等因素

影响，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环比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

娟介绍，食品中，受春节期间消费需求增

加和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水产品

和鲜果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8.7%和 6.1%。

非食品方面，居民就地过年，文娱消费需

求有所增加，电影及演出票价格环比上

涨 13%；春节期间人工成本有所上升，洗

车、家政服务、美发和出租车费用等价格

环比均有上涨。

肉、蛋等商品价格环比由涨转降。董

莉娟分析，生猪出栏持续恢复，猪肉价格

由上月上涨 5.6%转为下降 3.1%；天气转

暖，蛋鸡产蛋量提升，加之局部地区疫情

好转后调运渠道逐步畅通，鸡蛋价格由

上月上涨 11.1%转为下降 4.5%。

“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同比由负转平，反映

出居民消费稳中向好，宏观经济保持较

强韧性。”郭丽岩分析。

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广元菜市场，一

大清早顾客就络绎不绝。据该市场经理

翟士平介绍，随着天气转暖鲜菜集中上

市，猪肉、鸡蛋产量提升，市场备货充足，

加上上海鼓励设立平价肉菜专柜、推出

多项保供稳价举措，市场消费供需两旺。

春暖花开，各地文旅消费活跃起来。

近期同程旅行平台“赏花游”产品的预订

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超过 100%；携程

平台预订赏花类景区的人数相比 2019

年同期也增长 115%。各地旅行社线下门

店、度假型酒店等，迎来大批游客。

今年的主要预期目标中，居民消费

价格涨幅 3%左右。

专家认为，我国物价总水平将保持

平稳运行。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刘学智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逐渐减弱，需求改善将带动新涨价因素

上升，促进消费价格水平企稳回升。但另

一方面，随着生猪生产供给的增长，猪肉

价格同比整体趋于下降。预计 CPI 将维

持温和上涨。

郭丽岩认为，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

行态势具有坚实基础。后期，CPI 有望重

新回到温和增长区间，年内呈现“前低后

稳”态势，全年小幅上涨。

据新华网

2012 年 -2021 年，在貌似简单的年

份数字变换排列顺序背后，国企改革正

在持续发生并不断深化。

研读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

现，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工作年年

都会被提及，其中，被看作是本轮国企改

革突破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已经六

度被“点题”。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指出，“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

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全国两会代表

委员、国企改革研究专家均认为，国企改

革在沿着路线图稳步推进的同时，可以

进一步借助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更高质量地实现改革目标。

国企改革与上市公司提质共振
混改上市成“小目标”

“随着国铁企业股份制改造加快推

进，京沪高铁公司、铁科轨道公司已成功

上市，成为‘中国高铁第一股’和‘国铁科

创板第一股’。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享受到

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而且可以从资本

市场分享高铁优质资产效益。”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铁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陆东福告诉记者，未来，国铁集

团将不断深化国铁企业改革。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

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看，通过

前期持续推进的国资国企改革，国有企

业的活力整体上得 到 了 显 著 提 升 ，竞

争力明显增强，经营效益大幅改善。

一 大 批 优 质 国 有 企 业尤 其 是 已 混 改

企业，都已具备登陆资本市场的基本

条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整个国有企

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是“优等

生”“基本盘”。从这个角度分析，上市应

该是优质国有企业推进混改或二次混改

的新发力点，亦是实现混改的重要方式

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0 月份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意见》中特别提到，“鼓励和支持混合

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上市”“支持国有企

业依托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借助资本市

场实现混改上市或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自身的发展

及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依托资本市场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体制机

制，无疑也是激发国企活力的重要方式。

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混改借

力资本市场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层层加

码，这一方面体现在国有企业积极“拥

抱”A 股，另一方面，亦表现为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背靠资本市场大舞台再度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

同花顺 iFinD 统计显示，截至 3 月 8

日，A 股共有 1253 家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而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累计共

251 家国企成功登陆 A 股市场。其中，仅

去年就有 30 家，今年以来亦有 7 家成功

上市。

“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混改

的主要载体，有效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

本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国务院国资

委主任郝鹏在 2 月 23 日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如是说。

当然，不仅是央企，对于整个国有企

业而言，作为未来三年落实国有企业改

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

工图，尽管去年出台的《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 年)》（下称《方案》）

中未对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提出具体

指标，但据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方案》中已明确提出要通过推动国

有企业的上市以及围绕上市进行的各种

改革，包括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

春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资监

管部门的角度出发，提高国有企业资产

化率，一是可以促使国资监管手段从管

资产、管人、管事的“三管方式”加快推进

到以管资本为主，强化国有资产监管的

监管方式。二是可以加快市场化监管和

国有资本运营的步伐，进而发挥出国有

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核

心职能。三是可以比较好地以市场化的

运行方式，加大对所监管的国有企业的

放权和授权的力度。

在提高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方

面，资本市场显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可以借

助资本市场优化负债结构，提升国有资

产证券化比例；此外，在引进战略投资者

及社会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

整体改制上市的过程中，也可借助资本

市场的高效规范透明的资本运营机制，

倒逼公司治理水平和本身质量的提升。”

国企产业链布局正当时：
发挥“1+1>2”效应

“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重组后，不但

航线产品更丰富了，客户数量也更多了，

作为体量加倍的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

商，在商务谈判中也有了更好的规模优

势。”一位重组前在中海集团客户服务部

门工作的员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

见证了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重组的过

程，她的工作岗位也因此由客户服务转

为航线管理。

资本市场是落实国企改革任务的关

键平台，也为国企并购重组提供了契机。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对记者表

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一

个重要方向就是国企加强在产业链、供

应链的关键环节和中高端领域的布局。

借助资本市场为并购重组提供融资支

持，是国企加快资源整合，推进布局调整

的重要手段。

记者从保利集团获悉，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徐念沙在 《关于推进丝绸多元创新

应用 助力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提案》中也

提到“金融赋能重组”。徐念沙建议，成立

丝绸产业基金，提供发展新动能。丝绸产

业多元创新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和领军

企业的引领。建议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指

导和资金支持下，由丝绸行业唯一央企

和唯一民族品牌中国中丝集团发挥主力

军作用，牵头成立“中国丝绸桑蚕产业基

金”，以金融赋能助推丝绸产业的重组整

合、创新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

彭华岗此前披露，“十三五”时期，国资委

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先后完成了 12 组 24 家中央企业的

重组，新组建和接收了 5 家企业，中央企

业的数量和“十二五”末比，从“十二五”

末的 106 家调整到目前的 97 家。总的来

看，重组成效非常明显。

数据显示，A 股市场上国企并购重

组持续活跃。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

去年以来截至今年 3 月 8 日，A 股市场

共发生 2828 起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从企

业性质上看，924 起为各级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此外，今年以来，各级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发生 128 起并购重组事件，15

起已完成，113 起正在进行中。

董忠云认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

案将“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

整，聚焦主责主业，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

率”列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在确保今年

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 70%以上这

一目标的驱动下，国企并购重组作为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调整优化国资国企结

构的重要举措，有望进一步加速。对于资

本市场而言，实施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

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并购重组是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优胜劣汰的重

要手段。

谈及未来国企如何借助资本运作实

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和中高端

领域进行布局？董忠云认为，有条件的国

企应加快推进自身证券化水平，借助资

本市场引入市场化资本。同时，可以积极

借助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等措施，促进国

有和民营资本的融合，通过强强联合发

挥“1+1>2”的效应。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陶金也对记者表示，一方面，应以

各级国资委为统筹方，旗下投资企业可

以在资本市场选择合适的产业链关键企

业进行并购、投资或合作，并与兄弟企业

形成产业链上下和区域经营的协同。另

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应积极引入

包括民企在内的战略投资者，吸收更多

企业的产业链运营经验和优势。

混改之资本市场样本：
二次或双向“联姻”成趋势

每每回忆起中国黄金在今年 2 月份

的成功上市，该公司的一位党务工作人

员都忍不住感慨：“这条路走的并不容

易。”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雄伟表示，上市不

是休止符，而是加油站。中国黄金将以上

市为契机，不断发挥国企混改排头兵的

示范引领作用，奋进“十四五”征程，以持

续深化改革在国企三年改革行动中展现

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近年来，随着各地央企、国有企业混

改加速驶入快车道，资本市场在其中也

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位置。比如，对于未上

市的国有企业来说，借力混改实现 A 股

上市已成为一条“大道”。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

在去年公开称，中国宝武将大力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未来三年内，中国宝武旗

下除了经过评估有特殊目的的子公司之

外，所有一级子公司都要混改上市，否则

取消一级子公司资格。

张立超表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在跨越关口、迈

向高质量发展方面要发挥引领和表率作

用。随着今年多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相

关央企、国有企业先后提出推动国有企

业上市的“KPI”指标，这显然也预示着国

企上市已成为本轮国企改革的另一关键

手段。

除了上市外，记者梳理发现，在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推动下，部分上市公司的

企业性质也在发生改变。据 Wind 数据统

计，以实际发生日期为准，去年共有 327

家上市公司实控人发生变更，其中，多家

民企“变身”国企。

而除了混改推动下的民企、国企融

合发展外，记者注意到，为进一步推动国

有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稍早前上海

市国资委提出，支持和引导国有股东持

股比例较高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

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积极股东参与公司

治理，实施“二次混改”。

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首

席策略分析师庞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无论是“二次混改”或是“双向混改”，

通过引入具有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

同性的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公司股

东，充分利用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多样化

的投资组合和风险利益共担机制，有利

于促进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现代

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机制，加强资产盘活、

资源整合、架构重整、价值管理，提升企

业活力和决策效率，推动国有企业深化

改革、提质增效，推动国企管理和国资管

理体制进一步创新。

“混”是股权结构的变动，“改”则是

治理结构的完善。谈及下一阶段国企混

改在“改”方面还有哪些发力点时，刘兴

国认为，一是加快完善公司治理与管理，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

度；二是深化“三项制度改革”，优 化 内

部激励约束机制；三是深化董事会授

权改革，加快落实市场化聘任与职业

经理人制度；四是加快资本布局结构

与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资产质量；五是构

建适合混改企业新特征的国有资本监管

新模式。

据《证券日报》

近期 A 股市场波动加大，杠杆资金情绪偏向谨慎，融资

余额与融券余额均持续收缩。

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9 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已

连续 5 个交易日下滑，最新报 15167.38 亿元，低于今年以

来的日均水平；融券余额同样持续下降，最新报 1348.10 亿

元，创今年以来新低。

前期机构“抱团股”高位回撤，是造成近期指数回调的

主要原因。从流向看，融资资金对高估值板块表现出较为强

烈的了结意愿。以申万行业划分，电子、电气设备、非银金融

行业 3 月以来的融资净偿还规模都在 20 亿元以上，而食品

饮料、国防军工等板块的融资净偿还额也超过了 10 亿元。

个股方面，新能源车龙头比亚迪的融资余额已从 2 月

末的 88.93 亿元降至最新公布的 79.01 亿元，累计遭净偿还

9.92 亿元，居所有两融标的股首位。随着融资资金大幅流

出，比亚迪最新股价已较 2 月高点回撤超 30%。此外，东方

财富、五粮液、复星医药等也均在股价高位回撤的同时，自

3 月以来累计有 5 亿元左右规模的融资净偿还。

从高位股中撤出的资金部分流向估值较低的顺周期板

块。有色金属、化工、银行板块 3 月以来均获超过 10 亿元的

融资净买入。个股方面，招商银行获融资净买入 11.82 亿

元，净买入额遥遥领先于其他股票。包钢股份、中国银行、恒

逸石化同期融资净买入额均超 3 亿元。

除了“弃高就低”外，两融资金近期的另一大动向是对

科创板次新股保持高度关注。

投影设备龙头极米科技 3 月 3 日登陆科创板，上市之

后两融交易额便持续放量。在融资端，极米科技上市短短 5

天融资余额已达 2.78 亿元，排在所有科创板股票的第 21

位，高于流通市值体量相近的寒武纪、杭可科技等个股。

更值得关注的是融券端。截至 3 月 9 日，极米科技融券

余额已达 4.34 亿元，位居所有科创板股票的第 4 位，是同

期融资余额的 1.56 倍。

极米科技融券余额高企源于战略投资者较高的出借意

愿。公司上市公告书显示，此次 IPO，战略投资者获配股数

为 169.87 万股，主要配售给公司高管与核心员工的专项资

管计划以及跟投保荐机构设立的子公司。据交易所最新公

布的数据，目前已有 136.37 万股战略配售股被出借，出借

比例超过 80%。

极米科技上市以来股价波动幅度始终较大，显示多空

双方博弈激烈。上市初的 5 个交易日内，极米科技股价最高

触及 622.77 元，最低触及 472.01 元，区间最大振幅达

32%。公司股价最新收报 510.00 元，较发行价上涨 281%。

此外，储能龙头派能科技也是近期关注度较高的科创

板次新股。截至 3 月 9 日，派能科技融资余额已升至 6.16

亿元，位居所有科创板股票的第 7 位。但由于战投出借比例

仅为 26%，所以该股融券余额较低，仅有 3609 万元。派能科

技上市以来股价冲高回落，最新收报 157.00 元，较发行价

上涨 180%。 据《上海证券报》

中汽协 11 日公布数据显示，2 月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150.3 万辆和 145.5 万辆，环比下降 37.1%和 41.9%，同比增

长 4.2 倍和 3.6 倍。

汽车产销环比依然呈现一定下降，但同比受同期基数

较低影响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具体来看，2 月份，乘用车产

销 116.2 万辆和 115.6 万辆，环比下降 39.1%和 43.5%，同

比增长 4.8 倍和 4.1 倍。 据新华网

2月CPI 同比下降0.2%
后期物价走势如何？

“施工图”已绘就 资本市场“验证”国企改革行动力

两融余额持续缩减
科创板次新股获资金关注

中汽协：2月乘用车销量
同比增 4.1 倍

农业农村部日前与黑龙江省签署部省共同打造国家粮

食安全“压舱石”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合作框架协议，明确

到 2025 年，黑龙江省建成 1 亿亩以上高标准农田，粮食生

产能力达到 1600 亿斤。近期，包括农业农村部在内的多部

门围绕粮食安全出台系列政策，多方面措施保障“菜篮子、

米袋子”供应量足、质高、价廉。

根据农业农村部与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签署的协议，到

2025 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农业质量效

益进一步提升。粮食加工转化率达到 70%，实现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同时，协议还提出了加

强黑土地保护、强化科技创新、提升粮食生产装备水平、加

快农业绿色转型、推进种养加融合发展等 5 个方面 21 项具

体措施。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日前共同出台文件，进

一步细化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细则。包括蔬菜种植面

积、产量、肉类和水产品产量，以及“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情况、价格上涨幅度等都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

考核标准细则。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部近日还印发通知，部署抓实抓细

全程机械化各项工作，为夺取 2021 年粮食丰收提供粮食生

产支撑。

农业农村部着力补齐重点区域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短

板，围绕双季稻机械化移栽、玉米籽粒机收等薄弱环节和丘

陵山区、种业机械化短板，推广应用一批高适应性技术装备

和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效益。并深入实

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推动秸秆覆盖免少耕

播种机械化技术应用提质扩面，持续促进粮食稳产丰产。

农业农村部表示，确保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

斤以上，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农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工程项目。继续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建设，积极打造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等新平台，加快提升农业

发展质量。 据新华网

多部门发力
保障“菜篮子、米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