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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新开户投资者近5万，全年
新增投资者1802.25万，同比增长
36%……这是2020年A股市场新开户
投资者的最新数据。这组数据不仅
是投资者信心的体现，也从侧面印证
了去年A股市场的“人气”。

新增投资者开户数作为反映市
场情绪的重要“风向标”，一直以来
都受到市场的关注。特别是在2020
年，虽然有疫情“干扰”，但A股市场
不管是新增开户数还是市场表现都
非常亮眼。从全年表现看，沪指累
计 上 涨 13.87% ；深 证 成 指 上 涨
38.73%；创业板指上涨64.96%。

笔者认为，去年逾1800万新投资
者跑步入场也是对市场信心的最直
接反映，而今年投资者的信心指数预
计会继续提升，主要来自对经济基本
面增长的信心，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信
心以及对资本市场改革成果的信心。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强大
的韧性和活力是A股市场保持“磁力”
的信心基础。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纵观全球
各主要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足
以令人振奋。

在疫情阴霾下，中国经济的亮眼
成绩单，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利
好和信心，同时也给中国股市带来了
底气和信心，股市的长久繁荣需要有
实体经济做支撑，因此，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增长是A股市场投资者的信心
基础。

从微观层面来看，上市公司业绩
是体现A股市场投资价值的重要支
撑。

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也将体
现在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方面。
数据显示，截至1月18日，目前986家
A股上市公司公布了2020年业绩快
报或业绩预告，业绩增长或预喜公
司数量占比超过五成。上市公司
年报业绩有望继续延续去年三季
度的上行趋势。

此外，资本市场正在推进的各项
改革以及陆续释放的改革红利，在优
化A股市场整体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吸
引了更多投资者“慕名而来”。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正在推进
的全面改革极大提振了投资者的信
心，无论是以注册制为代表的一系列
基础制度变革，还是新证券法落地后
市场内外部环境变化，或是上市公
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市场参与各
方关系调整，都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市
场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发挥。

市场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是投资
者愿意来、积极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不仅是国内投资者积极入市，
境外机构也加快了入市的步伐，都希
望在A股分享资本市场改革的红利。

笔者认为，不管是从宏观还是
微观来看，A股市场的外力和内力都
底气十足，投资者入场的趋势会继
续延续，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个人
投资者的争相进入，笔者还是要提
醒这些A股市场的“新手”们，入市首
先要谨记的一句话“股市有风险，投
资需谨慎”。

1800万新投资者入市
提升A股“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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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2版
央行昨日实施逆回购2800亿元 创近4个月单日规模新高

本报记者 包兴安

1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举行新
闻发布会，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
司长蔡自力表示，2020年，税务部门
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举措，确保减
税降费的“真金白银”精准直达市场
主体，全年新增减税降费预计超过
2.5万亿元，圆满完成2020年政府工
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减负目标。

蔡自力表示，2020年减税降费聚
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促进了经
济恢复性增长。其中，制造业及相关
环节新增减税降费预计占比35%左
右，是受益最大的行业；民营经济新
增减税降费预计占比70%左右，受益

最为明显。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制造业及相
关环节新增减税降费主要是受益于
增值税税率下降、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养老保险费率降低等优惠政策。
降低制造业的税费负担，可以发挥税
收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
用，为制造业减负增力，增强企业的
活力和创新力，提升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能力。

“民营经济在新增减税降费总盘
子中的份额占比较高，有利于平衡多
元化市场主体的结构，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崔志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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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承载着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对制造业实施减免税费政策受益的
不仅是制造业本身，还会以制造业为
核心传导至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经济
快速恢复的共振效应。

“面对疫情，去年我国果断采取
减税降费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能够
跳出一季度的负增长，实现连续快速
反弹。这其中减税降费政策起到了
至关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制造业的减
税降费更是关键。”张依群说。

蔡自力表示，随着一系列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我国企业
税费负担逐年减轻，税务总局监测的全

国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销售收入税费
负担率（也就是企业缴纳的税收和社保
费等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2020年预计
同比下降8%。其中，重点税源制造业
和民营企业销售收入税费负担率预计
分别同比下降8.8%和9.5%。

税收负担的减轻，让更多企业更
加专注于经营发展。上海千牛农业机
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微利企业，主要
是把秸秆做成牛、羊的饲料。“公司还在
成长期，税务工作人员经常通过微信、
电话宣传辅导优惠政策。”上海千牛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张
卫表示，企业开业至今销售免税饲料累
计超过430万元，在税收管理员的指导
下，全都进行了免税申报。近年来公司

秸秆资源化利用规模稳步扩大，2020年
粗饲料产量达1万余吨。

“去年我国实行普惠性和针对性
相结合的减税降费政策，将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流通服务业等作为减税
降费的重点，这些都是民营经济的重
点领域。”张依群表示，目前，我国民
营经济的税收贡献已经超过50%，投
资占比超过60%，发明创新占比超过
70%，吸纳就业达到80%，企业数量
超过90%。因此，对民营经济实施减
税降费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
更是保就业稳民生的关键，不仅可以
有效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动能，也会
激发整个经济的发展潜力，推动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

超2.5万亿元减税降费精准直达市场主体
制造业和民营经济最受益

本报记者 王 僖

年报第一枪已打响。1月 20日
晚间，沃华医药披露沪、深两市首份
2020年年报，并以符合预期的业绩
赢得“开门红”。

公司年报数据显示，2020 年沃
华医药实现营业收入 10.06亿元，同
比增长 16.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79亿元，同比增长
86.72%。同时，受销售策略改革带
动的销售回款增加影响，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7亿元，
同比 2019 年涨 521%。公司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
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60元（含税）。

沃华医药表示，在 2020年异常
严峻的形势下，公司四大独家医保支
柱产品营收均实现增长，并在各自细
分治疗领域均有出色表现。同时，公

司深入推行精细化管理，加速数字化
转型，通过线上营销等方式实现逆势
增长。

“去年上半年疫情肆虐，公司调
整营销策略，大力推动线上营销方
式，开展线上培训、线上学术推广，
在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的同时扩大客
户覆盖面，推动产品销售。”公司方
面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如公司
与微医、京东等互联网医疗机构合
作，以独家专利产品参枝苓口服液、
通络化痰胶囊为试点，推动网络营
销等。

同时，沃华医药还把握国家出台
的慢性病“长处方”政策，全力推动“四
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的销售，并适时
推出“增量倍增”激励政策。因此，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7%，净利润同比增长190.14%。

“2020 年对于沃华医药公司治
理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公司方

面表示，沃华医药之所以能在市场形
势和政策环境较为严峻的情况下仍
能保持强劲、稳健的增长，离不开企
业治理方面的改革和深化落地的精
细管理。

年报显示，2020年 7月 15日，沃
华医药发布公告全面修订《公司章
程》，增设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细化专
门委员会的职责，治理体系明确迈向

“董事会中心主义”，从而提高了经营
管理各项决策效率。行业专家对此
评价，“有助于改变上市公司实际操
作与章程规定‘两张皮’现象，避免公
司治理混乱”。

公司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未来，沃华医药将针对现有产品
进行深度二次开发，精细打磨“四大
独家医保产品”，同时与科研院校开
展深度合作，通过择机并购或直接收
购企业，不断强化公司独家产品线优
势，实现新的腾飞。

沪深两市首份2020年年报出炉
沃华医药净利润同比增长86.72%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见习记者 杨 洁

1月20日，记者从商务部官网获
悉，2020年我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逆
势增长，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
全球占比“三提升”，圆满完成稳外资
工作目标。

据了解，我国全年利用外资呈现
四个特点：一是引资规模创历史新
高。 2020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

（折合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下同），规
模再创历史新高。

二是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7767.7亿元人民
币，增长13.9%，占比77.7%。高技术
产业吸收外资增长11.4%，高技术服
务业增长2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
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商务服
务 、信 息 服 务 分 别 增 长 78.8% 、
52.7%、15.1%和11.6%。

三是主要来源地保持稳定。对

华投资前15位国家和地区，投资增长
6.4%，占比98%，其中荷兰、英国分别
增长47.6%、30.7%；东盟对华投资增
长0.7%。

四是区域带动作用明显。东部
地 区 吸 收 外 资 增 长 8.9% ，占 比
88.4%，其中江苏、广东、上海、山东、
浙 江 等 主 要 引 资 省 份 分 别 增 长
5.1%、6.5%、6.6%、20.3%和18.3%。
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增
长明显，辽宁、湖南、河北等省份分别
增长13.7%、28.2%和35.5%。

商务部：2020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长6.2%
规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苏诗钰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进营商环境方面的改善，
国家发改委推动了一批改革事项出台落地。其
中，修订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引
市场关注。近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修订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
版）》。

市场普遍认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运行平
稳，对全社会市场主体的预期和行为起到积极引导
作用，企业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政府行为得到更好
规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逐步实现更好结合。

负面清单制度实施
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三方面利好

据悉，从2018年12月份正式发布全国统一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以来，通过三年落地实施，已经在全
国范围确立了市场准入环节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市场主体可以依法
平等进入，实现了“非禁即入”。

经过三轮修订，2020年版清单与2018年版清
单相比，事项数量由151项缩减至123项，缩减比例
达到18%，与2016年试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
案（试点版）》328个事项相比，缩减比例高达62%。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
孟玮曾表示，负面清单修订并不是只减不增，而是
有增有减。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重点就
是突出“全国一张清单”管理。近三年来，国家发改
委、商务部会同各部门各地方持续清理和规范违规
制定的准入类负面清单，可以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都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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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看，制
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
我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的必然选择。 （下转A3版）

2021版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修订引期待

专家建议抓住RCEP、碳排放达
峰等契机推进高水平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