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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歆

可发挥以一当十乘数效应的消费券，正在进军职
业培训领域。

人社部官网近日披露的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将大力推
行职业培训券的发放和使用。人社部计划全年发券1000
万张，用券100万张以上。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
康表示，截至3月末，职业培训券试点工作已经扩大到全国
155个地市。其中，14个省60个地市的职业培训券已经完
成了上线对接。各地累计发券175.7万张，用券8.4万张，用
券率4.8%，涉及上线渠道171个，培训机构1448个。

笔者认为，职业培训消费券不仅意在提升职业技
能，更是对于位列六稳、六保之首的就业二字的落实。

从职业培训消费券的自身功能来看，首先对应的
确实是职业技能的增长，而且很可能是跨界的技能增
长。只有跨界提升职业技能，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新
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提供的发展契机。

从其撬动力来看，派发职业培训消费券有助于创
造职业培训的增量，从而推动更多的就业者主动提高
职业技能，增强人才要素与市场的适配性，提高要素流
动效率。

笔者认为，稳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只有就业
稳了，金融和财税政策从规划制定到落地实施才不会
变形，预期才会清晰明确。

不过，从目前职业培训消费券的用券率来看，笔者
认为，对其的推介力度仍需加强。去年二季度、三季度
各地发放大量实物购买类消费券，部分地区公布的消
费券核销率（也就是用券率）达到80%，这显然与该类消
费券的实用性比较高有关。与实物购买类消费券不
同，职业培训消费券的投
入和产出之间的时空间
隔较长，需要更大力度政
策宣讲与支持。

职业培训消费券
提升的不仅是技能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正稳步推进。截至5月6
日，沪深交易所已累计接收并正式受理 10单基础设施
公募REITs项目申报。这意味着，相关产品距离正式亮
相资本市场又进一步。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注意到，4月21日，沪深交易
所正式接收首批 4单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申报；4
月 23日，沪深交易所受理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
目申请；此后，沪深交易所又受理 6 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项目申报。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基础设施公募REITs项目的申报和受理
进展迅速，体现了在放管服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我国
金融监管效率的持续提升；同时也说明了基础设施公
募REITs的推出属于众望所归，需尽快推进，进而推动
实体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公募REITs对资本市场意义重大。”中航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称，第一，基础设施公募REITs流动性高、安全性
好，收益相对稳定，丰富了当前金融产品的类别，拓宽
了社会资本融资渠道，有助于优化投资者资产配置；第
二，基础设施公募REITs能够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
配置，有利于增强基础设施流动性，提高基础设施运营
管理效率，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三，
基础设施公募REITs增加新的直接融资渠道，改善直接
融资占比较低的社融结构，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杠杆，
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按照深交所披露“申报-受理-问询-审议会议-注
册结果”的进度来看，博时招商蛇口产业园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于4月27日披露为“已问询”。深交
所官网也公开了问询函。

董忠云表示，由此可以看出，一线监管重视对项目的
合规性审核，强化充分信息披露，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田利辉认为，基础设施公募REITs能够将当期分红数
量和项目长期发展的矛盾予以协调，通过跨期定价来实现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良性循环。基础设施公募REITs
能够丰富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提升市场活跃度，吸引大
机构参与。而且，基础设施公募REITs数额较大，连接资
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利率市场以及包括基础设施
在内的各大类资产领域，可供价格“锚定”的金融基础，提
升基本面对于市场的影响，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

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
项目审核稳步推进

短 评

本报记者 包兴安

上市公司近期披露完成的年
报、季报数据，对去年我国实施的
大规模减税降费和今年继续实施
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地实效，作
出了充分阐释。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4
月 30日，披露 2020年年报的 4287
家A股上市公司，去年支付的各项
税费合计为 35473亿元，同比下降
1.66%，支付的各项税费占营业收
入比例为 6.65%，较上年下降 0.36
个百分点。其中，2758家制造业公
司支付的各项税费合计为 8551亿
元，同比下降3.46%，支付的各项税
费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54%，较上
年下降 0.53个百分点。同时，截至
4 月 30 日披露 2021 年一季报的
4285家A股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
支付的各项税费占营业收入比例
为 6.86%，同比下降 0.99 个百分
点。其中，2757家制造业公司支付
的各项税费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3%，同比下降 0.99个百分点。这

意味着，去年全年以及今年一季
度，上市公司税负持续减轻。

此外，上交所近日披露数据显
示，2020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聚
焦实体经济，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
力度。沪市实体企业受益于政策
支持，全年支付税费相比去年减少
约1647亿元，降幅达到9%；支付税
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同比降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公司支付
税费同比下降 6%，支付税费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同比下降 0.5个百分
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去年我国实施大规
模减税降费，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
超过 2.6万亿元，从而帮助了更多
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这些做法取
得了显著成效，切实有效保住了市
场主体，也稳定了就业。特别是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
宿等行业受益面较大，有效地实现
复工复市复业。上市公司作为市
场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

从中受益。
以制造业公司长春一东为例，

公司2020年年报显示，去年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722万
元，同比增加 184.51%；营业收入
115607万元，同比增长 22.49%，公
司在其披露的年报预告中曾提到，
业绩变化原因之一是国家加大减税
降费力度，使经营成本有所降低。

粤开证券研究院负责人康崇
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0年
制造业及相关环节新增减税降费
预计占全部新增减税降费的 35%
左右，是受益最大的行业。科技行
业中主要是硬件领域受益，其中对
利润增厚最显著的是5G硬件、半导
体、消费电子板块。

今年，我国继续实施减税降费
特别是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支持力
度。例如，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制
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实行 100%加计
扣除；符合条件的先进制造业纳税
人，可以自 2021年 5月份及以后纳
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
还增量留抵税额。

康崇利表示,减税降费政策加
码对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是利
好，一方面继续减轻企业税负；另一
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一
季报、中报业绩都会有利好作用。

久之洋 2021年一季报显示,报
告期内，公司承制的订单陆续交
付，收入稳步增长，同时适用国家
税收优惠政策取得的退税较上年

同期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1659.62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64.7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336.72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736.02%。

刘向东表示，我国今年继续实
行结构性减税举措，保持对经济恢
复的必要支持力度，预计将进一步
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财报数据彰显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效

主持人孙华：上市公司年报、季报披露已落下帷幕，成绩单总体上令人满意。今日本报透过年报和季报信息，从减税降

费落地效果、国企改革的政策效果和机构投资者增持情况等方面对相关政策效果进行梳理和解读，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杜雨萌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截至5
月 6日收盘，A股共 1260家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从一季报情况来看，
共1051家公司净利润为正值，占比
约 83.41%。而从净利润的同比数
据看，共1034家实现正增长，其中，
499家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
占比约39.6%。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一季度，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盈利情况的明显好转，既受到去
年低基数的显著影响，同时又得益
于持续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例

如，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不断加
快，使企业内生动力得到进一步释
放，与之相对应的竞争力、创新力、
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
增强。此外，新基建带来的重要发
展机遇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等产业
转型升级浪潮，也为国有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仅从净利润这一单项指标来
看，上述126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今 年 一 季 度 的 净 利 润 总 额 达
9871.37 亿 元 ，较 2020 年 同 期 的
6373.90 亿 元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54.87%。

“总的来说，一季度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大幅增长，

亦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国企改革持
续深化所带来的盈利能力、经营质
效等方面的提升。”东北证券首席
策略分析师邓利军称，净利润的持
续改善，首先得益于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激励方式的改变，即国有企业
在激励机制上的大胆摸索、管理机
制上更加包容以及注重长期绩效
考评，提高了国有企业创新能力。
如推进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分红
激励、骨干员工跟投等；其次，国有
企业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也进一
步发挥出体制机制的优势。这体
现为国企研发费用投入增加，多种
资源协调和创新主体协同合作能
力的进一步提升等；再次，国有企

业也更加注重对于高端人才的引
进，培养具有世界前沿水平、掌握
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和
创新团队；最后，国企与民企融合
的进一步加速，逐渐形成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新伙伴关系。

去年印发的《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方案(2020-2022年)》明确了八方
面重点任务，其中包括，要积极稳
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去
年10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来
看，“鼓励和支持混合所有制改革
试点企业上市”“发挥证券市场价
格、估值、资产评估结果在国有资
产交易定价中的作用，支持国有企

业依托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
改革”等内容，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 iF⁃
inD数据统计，今年1月1日至5月6
日，A股共有 158家企业成功上市，
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有 13家。
具体来看，包括5家央企国资控股上
市公司、2家省属国资控股上市公司
和6家地市国资控股上市公司。

邓利军表示，国有企业上市是
为优质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
这对国有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实现
股权结构多元化等均带来积极影
响。当然，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监
督体系下，国有企业也有望被进一
步激发出活力。

499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逾一倍
印证国企改革成效

本报记者 刘 琪

近年来，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被政策面反复提及，监管层更是持
续为以保险资金为代表的中长期
资金入市创造条件。特别是去年
以来，监管部门实施了包括提高保
险资金权益投资占总资产比例上
限、扩大保险资金权益投资范围等
多项改革举措。

银保监会公布的保险业经营
情况表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保险
资金用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
运用余额为 28689亿元，而在 2020
年 3 月末，该数值为 24897 亿元。
据此计算，今年同比增长15.23%。

此外，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披
露完毕，保险公司一季度持仓变动

及持仓市值等情况也完整浮出水
面。据《证券日报》记者通过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统计，保险公司今
年一季度重仓的流通个股共 429
只，总计持股数量为 9023882.24万
股，较上期的 8964709.08万股增长
59173.16万股。截至一季度末，保
险公司持仓市值为 143197922.97
万元（约1.43万亿元）。

从持仓个股来看，截至一季度
末，保险公司持股数量最多的十只
个股是：中国人寿、平安银行、工商
银行、中国联通、民生银行、浦发银
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邮储银
行、农业银行，合计持股数量达
5169267.47万股，占前述总持股数
量的57.28%；其对应的持仓市值达
95446106.84万元，占前述总持仓市

值的 66.65%。从以上数据不难看
出，金融股依然是保险资金的“镇
仓之宝”。

“保险资金往往具有特定的持
股偏好，对于股票的流动性、规模
大小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保险
资金在 A 股市场上的配置更偏向
于银行、券商等业绩稳定且体量较
大的上市公司。”川财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展望未来，今后一段时间监管
层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步伐不
会停止。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撰写
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文中提
出，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充沛
直接融资源头活水。

证监会在今年 2月 5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聚焦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重要任务，以
更大力度推进投资端改革。其中
包括“继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环
境”“继续推动社保、保险、银行理
财等资金入市，促进提升权益投资
比例”……

“目前保险资金股权投资比
例还不到 20%，与上限相比还有
较大空间。鼓励保险资金有序进
行股权投资，包括上市前后的股
权投资，发挥保险投资长期、稳定
和价值投资者作用。”银保监会副
主席肖远企近期在银保监会一季
度行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银保监会也会根据社会各方
需求对相关政策作动态的评估和
调整。

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助理总
经理李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认为，从政策方向上看，继
续引导保险资金入市，加大保险资
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直
接融资的占比是大势所趋，未来保
险资金入市的规模有望进一步增
大。一方面，保险资金可以提高市
场的稳定性。保险资金投资期长、
换手率低，交易策略相对稳健，大
规模保险资金的沉淀对平复资本
市场的短期波动有积极作用；另一
方面，保险资金稳定持续流入，可
以为资本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支持。此外，保险资金入市有助于
优化我国投资者结构，践行理性投
资和价值投资理念，营造良好的投
资氛围。

政策面力推中长期资金入市：
一季度末险资持仓市值超1.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