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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财富证券等4家券商
净利同比增长超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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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详见A2版
2020年央企效益V型反转 全年净利1.4万亿元同比增2.1%

本报记者 苏诗钰

1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召开1月
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稳投资方
面，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在发
布会上表示，在各项政策举措推动
下，2020年全国投资增速逐月逐季
回升向好，从去年4月份开始当月投
资增速连续9个月保持快速增长，全
年投资增长2.9%，有效对冲了疫情
影响，对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发挥了
关键作用。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据介
绍，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方面，从
四个方面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
一步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平

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聚焦四个方面

可以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全
年稳投资的效应明显，那么，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将围绕哪些领域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在做好项目准备方
面，有哪些工作安排？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袁
达在发布会上表示，一是突出重点领
域。聚焦“两新一重”和短板弱项，扩
大有效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加强系统性布局，加快 5G、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新型城
镇化建设方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加强城市防洪排涝设
施建设。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实施川
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工
程，积极推动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城
际铁路、市域市郊铁路和高等级公路
建设，加强枢纽机场和中西部支线机
场建设；实施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
快推进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补短板方面，加快补齐市政工程、农
业农村、公共安全、科研设施、生态环
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
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

二是加强项目储备。依托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库做好项目储备，加快
谋划储备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
远的重大项目，提高项目成熟度和储

备质量。进一步深化项目可行性研
究等各项前期工作，加快项目前期工
作办理进度，推进项目及早开工建
设，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
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

三是强化要素保障。继续坚持
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进一
步优化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结构，更
加突出集中力量办大事、难事、急事，
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
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
用。积极做好专项债券项目有关工
作，督促地方加快专项债券项目建设
和资金使用进度，力争形成更多实物
工作量。

四是激发民间投资。巩固和深
化“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专项行动”成

果，持续推动投资审批权责“一张清
单”、审批数据“一体共享”、审批事项

“一网通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进一步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
长徐光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
年重大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四大领
域。一是在传统基础设施、民生保障
等短板领域，包括在市政工程、农业农
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
资储备、防灾减灾等领域的重大工程
项目和投资。二是“两新一重”领域，
主要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
镇化建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设，加快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助力
建设数字中国。 （下转A3版）

发改委四方面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聚焦“两新一重”和短板弱项

阎 岳

“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实施
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市
场严重背离实体经济，通胀和资产
泡沫令人担忧。”这是 1 月 18 日中
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第十四
届亚洲金融论坛上指出的中国面
临的“险阻”之一。他提出的解决
方案是，“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加强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积极应对
疫情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 2020
年，某些发达经济体一味地“老西
儿拉胡琴——自顾自”，超宽松货
币政策变着花样用，资本市场貌似
风生水起，但“水牛”的特质却越来
越明显，“牛皮”越吹越薄，给国际
金融、经济运行带来了极大隐患。

反观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秉持一贯的合作共赢态度来
制定经济、金融政策。其结果就是
2020 年我国 GDP 达到 101.6 万亿
元，全年经济增长2.3%。即便取得
了如此骄人的成绩，我国今年仍将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
要支持力度，特别强调要加强国际
宏观政策协调。这是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给今年定下的政策基调。

笔者依据这个政策基调，经过
仔细研判，认为今年稳健的货币政

策在执行过程中将遵循“四不原
则”，即不急转弯，不让市场缺钱，不
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首先是“不急转弯”。
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国内外

研究机构、各路专家就在探讨中国
货币政策如何从抗疫状态回归常
态，并言之凿凿的表示如果政策不
能迅速回笼就会给经济运行带来
风险。

但从去年第四季度到目前来
看，抗击疫情时推出的一些非常举
措正在被市场消化，一些被实践检
验行之有效的政策仍会继续实施，
比如今年将延续实施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
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
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各项改革
仍会稳步推进，也将继续发挥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的精
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
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其次是“不让市场缺钱”。
近年来，央行对于流动性的调

控堪称艺术化。央行运用政策工
具箱中的“十八般武艺”，根据经济
金融形势变化，合理把握存款准备
金率、MLF、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
政策工具的力度节奏，及时满足了
金融机构合理的流动性需求，维护
了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保
障了实体经济的合理需求。

第三是“不搞大水漫灌”。
这一点很好理解。货币政策

已经多年遵循精准滴灌策略，实现
了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的流动
性支持，但绝对不会雨露均沾。比
如去年3次降准，对各家金融机构
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为大中小金
融机构实施的是不同标准的存款
准备金率，释放的流动性自然也就
有差异。实体经济获得的信贷支
持也是有保有压。因此，在现行政
策思路下，一般不会再出现“大水
漫灌”的情况。

第四是“不让市场的钱溢出
来”。

央行对于流动性的要求，一般
是强调合理充裕，实现这个目标依
靠的是数量型、价格型、创新型工
具的组合使用。从近几年的操作
看，央行维护日常的流动性更多的
是使用不同种类期限的逆回购，必
要时会辅之以利率的调整。央行
一旦判断市场上流动性较多，就会
及时进行流动性调节，不等市场的
钱溢出来就已经被回收掉了。这
样的案例已经发生多次了。

笔者认为，货币政策遵循“四
不原则”是基于国内、国际经济现
状做出的选择，有利于国内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有利于促进经济恢复
活力，也有利于与其他经济体协同
合作共同抵御疫情。

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执行或将遵循“四不原则”

本报记者 王思文

1天，2300亿元！公募新发基金
市场的单日募集规模再次刷新历史
纪录，此次的主角是易方达竞争优
势企业基金。在当下居民资产配置
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单日狂卖两千
亿元”的讨论议题快速登上新闻热
搜榜单。2021年伊始，公募基金凭
借新基金快速“出圈”。

“在宣传推广合规的严监管和
银行代销基金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千亿元认购规模的基金将不再是

‘稀有物’，而市场试错的经验将对
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观念及理财知识
有更深的影响。”有业内人士坦言。

某种意义上，“投基金就是投基
金经理”逐渐成为基民挑选基金产品
的基本共识。据记者了解，易方达竞
争优势企业的拟任基金经理是易方
达研究部总经理冯波，目前他管理的
老基金共有3只，管理规模合计145亿
元左右，近一年收益率为81%左右。

目前冯波管理的3只老基金均不
限购。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老
基金有其自身优势，从费用上目前申
购费一般都有折扣，无需认购费。其
次新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投资能力等关
键信息只能通过基金发行材料大致了
解，而老基金已有定期报告披露，运行
时间较长，基金投资风格稳定性更
高。普通投资者在参与基金投资前应
加强对基金知识的了解。”

若提及此次易方达竞争优势企
业基金作为新基金的优势，可投资
港股是一大亮点，且比例不小。记
者翻阅该基金合同发现，该基金的

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比例为60%-95%，其中港股通
股票不超过股票资产的50%。对于
该基金的建仓，冯波透露，将重点关
注性价比较高的港股投资机会，尤
其是港股市场非常有优势的行业，
如互联网行业、科技行业、创新药行
业、消费和服务业等。

另外，记者发现，代销基金等中
间业务正逐渐成为银行收入增长的
重要引擎之一。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编著的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年报（2020）数据显
示，2019年末，公募基金中来源于个
人投资者的资金占比为48.31%，来
源于银行的资金占整个公募基金资
金来源的30.55%。从基金销售渠道
认购、申购金额来看，商业银行渠道
的申购、认购金额占总体的24.6%，
已连续4年攀升。从商业银行销售
收 入 占 比 来 看 ，认 购 费 收 入 占
18.09%，申购费占37.03%。

有大型公募基金人士对记者表
示：“千亿元认购日光基的出现，是诸
多因素的合力结果。其中销售渠道
的认可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银行
而言，认可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是新
发基金认购火爆的基础；对于投资者
而言，认可一家销售渠道及其理财经
理，则更容易认可一只理财产品。”

也有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表
示：“较大的首发量固然有公募基金
这两年的赚钱效应影响所在，但更
多反映的是老百姓对注册制等资本
市场深度改革的认同，和对未来股
票市场的信心，本质上还是对未来
经济增长的信心。”

1天2300亿元！
新发基金助推公募快速“出圈”

汉王科技董事长刘迎建：
做中国科技创新“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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