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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获全胜，乡村振兴
新起航。在这过程中，资本市场
如何发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助力乡村振兴。

首先，把握资本市场改革
机遇，推动更多企业对接资本
市场，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
水。

推动涉农龙头企业通过直
接融资获取资金，便是其中一项
重要举措。事实上，这方面，资
本市场一直都鼎力支持。根据
中国证监会今年 2 月底在《关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1182号建议的答复》中透露的数
据，2020 年以来，共有 11 家农业
企业通过首发上市或再融资募
集资金，合计融资 110.57 亿元。
其中，首发上市企业1家，融资规
模 7.59 亿元；再融资企业 10 家，
融资规模102.98亿元。

笔者认为，一些龙头企业通
过上市等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
金，可降低融资成本，是助力企
业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加快转
型、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
企业发展会加大产业投资，带动
产业链发展，激活农业农村内生
发展动力。

其次，上市公司要发挥自身
优势，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高效发
展。

促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是关键。这就要通过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
体系，实现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作为资本市场的
主体之一，上市公司要充分利
用好自身优势，以实际行动扛
起社会责任，为振兴乡村产业

提供有力的服务与支撑，推进
产业实现高效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公
司将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扶贫产业稳定可持续发
展，全面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把
养猪产业做成乡村振兴支柱产
业，延伸产业链条，从粮食-饲
料-养猪-屠宰-食品加工产业
链发力，带动物流运输等服务
业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发挥期货市场作用，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支持。

2015年，中国证监会指导大
连商品交易所在玉米期货上首
创了“保险+期货”模式，并稳步
扩大试点品种和范围。

对这一模式，政策一直力
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发挥“保险+期货”在服务乡村产
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自 2016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六年
提及“保险+期货”，充分体现出
期货市场已成为服务“三农”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保险+期货”模式，
已经成为保障农民稳收增收、
农业产业发展和资本市场助力
脱贫攻坚的有效抓手；未来，会
继续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保

“价”护航。
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在支持“三
农”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呈现出多点开花之势。可以
预期的是，今后资本市场在助力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依然会发挥
积极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助力乡村振兴
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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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资本市场全景图：
为不同阶段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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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家百亿元级私募持有市值285.8亿元
制造业成“大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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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数字化进程加速 年内431家网点“关门”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央农
办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王正
谱6日表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
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防止返贫，
将采取5个方面举措防止返贫。

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同时
举行新闻发布会。王正谱在新闻发
布会上作出了上述表示。

他介绍，现在的脱贫户和一些边

缘户有返贫的风险。为防止返贫，一
是建立了长效机制，即防止返贫的监
测和帮扶机制。主要监测收入状况、

“三保障”状况、饮水安全状况。在国
家层面，将对各地工作进行定期调
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监测帮扶
机制，分层分类做好救助工作，切实
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二 是 保 持 政 策 的 连 续 和 稳
定。中央决定对脱贫县设立五年

的过渡期，在这五年中，主要帮扶
政策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要“扶
上马、送一程”。对现有的帮扶政
策，目前正在进行梳理、调整、优化
和完善，逐步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
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
渡，共确定了 30 多项配套政策，将
陆续出台。

三是强化帮扶。继续做好易地
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有针对性做好产

业帮扶、就业帮扶，加强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建设。抓好重点帮扶县工作，
中央决定在西部地区设立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帮扶其顺利走上乡村全
面振兴的道路。各省也要选择一些
重点县集中帮扶。

四是汇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
工作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汇聚
社会各方的力量集中攻坚。这些政
策、措施要继续执行，比如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扶
贫等。

五是继续压实工作责任。在过
渡期内，继续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将适时组织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后评估工作，重点
评估巩固质量和拓展成效，进一步压
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发布
我国将从5方面发力防止返贫

本报记者 苏向杲

今年一季度，外资持续加码顺周
期保险股。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显
示，外资今年一季度对中国人寿、中
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 4只A
股保险股均进行了增持。其中，外资
对中国太保的持股量大幅增长43%，
对新华保险持股量也大增 20%，“扫
货”迹象明显。

一季度，白酒、医药、新能源等
公司股票遭外资大幅卖出，而保险
等顺周期股被净买入。究其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复苏，保险业等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板块步入增长正
轨；二是，保险、银行等板块经过两
年持续走低，目前市盈率较低，成
为顺周期板块中的热门股；三是，
一些机构投资者出于对冲风险的
考虑，卖出估值较高的板块，加仓
保险股。

一家大型寿险公司总裁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是全球第
二大保险市场。从长远来看，随着我
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将进一
步提高，保险业将持续增长。今年行
业保费增速大概率与GDP增速持平
或略高于 GDP 增速，不排除个别公
司增速远高于 GDP 增速，长期看好
保险业的发展前景。

外资一季度大幅买入

今年一季度，A 股五大保险股
中，除中国人保被外资减持之外，中
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
险均被加仓。其中，外资对中国太
保、新华保险的加仓幅度最大。

沪深港通中央持股结算记录显

示，截至今年 3月 31日，外资对中国
太保、新华保险、中国平安、中国人寿
的持股量较今年年初（1月1日）分别
增长 43%、20%、11%、7%。不过，外
资在去年对中国人保大幅加仓后，今
年一季度持股量下降7%。

除持股量这一指标之外，沪港通
上榜十大活跃成交股数据还显示，一
季度，中国平安 58次位列前十大活
跃成交股，被外资净买入额达 76亿
元，净买入额仅次于招商银行，位列
A股第二位。

从保险股基本面来看，被外资
大幅增持的中国太保与新华保险今
年保费增速也较快。1 月份-2 月
份，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平安、
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分别实现原保
费 收 入 2540 亿 元 、1360.6 亿 元 、
1809.5亿元、989.6亿元、440.9亿元，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11.4% 、9.6% 、-
4.4%、8.8%、11.5%。不难看出，新华
保险增速最快。

但是，今年一季度在外资增持期
间，保险股的股价仍在下跌，这说明
外资抄底迹象明显。东方财富 Chi⁃
oce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华保险、
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人保、中国
太 保 股 价 跌 幅 分 别 为 16.3% 、
17.1%、9.5%、9.6%、1.5%，平均跌幅
达10.8%。

估值有望持续修复

随着股价持续下探，保险股市盈
率也逐步走低。截至目前，中国人
寿、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新华保险、
中国平安的市盈率（动态）分别为
18.1倍、14.9倍、13.1倍、10.6倍、10.1
倍，和贵州茅台（57倍市盈率）等核

心资产相比，保险股目前的市盈率处
于历史低位。

A 股保险板块估值水平主要
受行业成长、利率水平、行业政策
及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股价
走势呈现很强的周期性，今年也不
例外。

新时代证券分析师鲍淼认为，
进入 2021年，随着居民财富管理和
风险保障需求的增加，预计保险行
业仍将保持健康成长，估值将稳步
修复。随着疫情改善，保险线下业
务逐步恢复，保费增速已经从去年
二季度起逐步回暖；去年7月份后保
险股估值得到一定修复，但仍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安仁礼认为，对于商业险和个人险，
今年保费都会上升，这个反弹已经
发生了。全球非寿险业方面，2021
年预期增长 4.1％，新兴经济体的非
寿险业 2021年预计增长约为 8.5％，
2022 年将是 8.5％左右。由于政策
大力支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风
险意识提高以及数字化发展等诸多
积极因素的推动，中国保险市场将
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寿险方面，中
国将会成为全球寿险增长的引擎，
2021年中国的寿险保费增长预计为
9.0％左右。

需要提醒投资者的是，今年保险
股估值虽然会出现持续修复，但能否
出现快速修复仍有待观察。上述寿
险公司总裁对记者表示，今年保险业
增速的优势是基数较低，但去年新单
期交保费的不足对今年续期保费增
速会有影响，长期来看保险业会持续
增长，但要快速恢复倒疫情前的增速
还需时日。

外资首季“扫货”保险股
对中国太保持股量猛增43%

本报记者 吴 珊

清明节后首个交易日，A股三大
股指先是集体高开，后在核心资产股
反弹遇阻拖累下，逐级走低转跌。

截至 4月 6日收盘，上证指数报
3482.97点，跌幅为 0.04%；深证成指
报 14083.34 点，跌幅为 0.28%；创业
板指报 2831.60 点，跌幅为 0.72%。
沪深两市成交继续保持地量水平，合
计成交额 660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萎缩7.90%。

在 4月份的 3个交易日中，有两
个交易日A股成交额处于 7000亿元
以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外疫情
反弹、美债利率上行、核心资产高估
值担忧制约市场做多情绪。

但是，交投低迷震荡回调并不意
味着超额收益的整体消失，A股继续
向结构性行情演化。4月 6日，共有
2849只个股实现上涨，上涨个股数
占 可 交 易 个 股 总 数 的 比 例 达 到
67.46%，其中226只个股上涨幅度达
到或超过5%。

“目前市场存量博弈明显，延

续进一步反弹需要市场形成统一
合力。前期市场暴跌释放了较大
的风险，大盘点位相对合理，行业
板块轮动开始，部分个股已经出现
较好的买点。”伊洛投资研究员庄
椀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4月 6日，深市主板和中小板正
式合并，形成了由主板、创业板构成
的市场新格局。而真爱美家、中农联
合、华亚智能成为深市主板与中小板
合并后的首批深市主板上市企业，截
至收盘，3家上市公司股票均以涨停
价报收。

对于此次两板合并，私募排排
网未来星基金经理胡泊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主
板和中小板的合并对于理顺资本
市场的关系有重大意义，正式合并
后，一方面可以恢复主板的 IPO 功
能，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创业板整体
的定位进行明确的划分，形成错位
竞争，有利于形成高效、多层次的
资本市场体系。但合并对当前上
市公司整体的影响不大。

尽管A股趋势性机会还需等待
更明确的信号，但做空动力却已显示
疲态，对4月份市场保持相对乐观态
度的机构不在少数。容维证券认为，
短期均线方面，5日、10日均线对股
指有支撑，后期大概率以时间换空间
的方式继续震荡，完成均线和技术形
态的修复。

投资机会方面，年报季报披露可
能会为市场提供局部反弹行情。富
荣基金研究部总监郎骋成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短期关注
重点还是在业绩上，在一季报行情的
催化下市场仍有较强的结构性机
会。建议关注受益于中上游涨价的
周期龙头，经济复苏的中游制造板
块，以及低估值银行股等。

庄椀筌也预计，部分行业在年报
及一季报将产生明显的预期差，建议
关注具备周期拐点、涨价逻辑、订单
落实逻辑的板块，其消化估值的速度
较快，如公用事业、金融等政策及宏
观有较大利好板块，以及海运、制造
业中游零部件、半导体电子等周期具
备拐点的板块。

担忧情绪制约量能释放
A股存量博弈明显 趋势性机会仍需等待

纸企再掀涨价潮
晨鸣纸业产业链一体化凸显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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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船批量接单 造船市场回暖
相关上市公司有望迎业绩改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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