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歆

夏至将至，拌菜上桌。
近日，友人在朋友圈晒出一份小

拌菜：云南石屏豆皮、湖南小香芹、长
白山野生木耳、山西十年水塔老陈醋
以及内蒙古特产胡麻油，汇聚于一个
江西景德镇产瓷盘中。这是绝佳的
中国供应链发展的微观投射，这一“链
条”对应的“底层资产”则是产业链。

产业链供应链看似抽象，实为
“双循环”的物理支撑。无论是作为主
体的国内大循环，还是相互促进的国
内国际双循环，都需要产业链为介质、
供应链为渠道。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有效应对
疫情、有序复工复产和稳步提升活力
的进程中，稳健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
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2020年，我
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今年以来，我国产业链
供应链不断优化升级，继续促进产业
协同发展。如果以数据来印证：农业
生产形势较好，一季度农业(种植业)增
加值同比增3.3%；工业生产较快增
长，1月份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0.3%；消费拉动作用
提升，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63.4%，拉动经济增长
11.6个百分点。

当然，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上奔
跑的不仅是中国产能，还有世界经济
的恢复与发展。

从积极因素来看，中国产业链供
应链对全球经济复苏有正向拉动
力。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4.76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28.2%。其中，按美元
计价，5 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27.9%，进口同比增长51.1%，进口创

下2010年3月份以来最快增速。流
动的贸易与大数据背后，正是中国产
业链供应链为世界经济战“疫”并加快
复苏提供的产能支撑和物流通道。

从风险因素来看，世界经济的不
确定性也会对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
产生扰动。例如，一段时间以来，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有色金属、黑
色系价格不断创出新高。传导至国
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
铜、铝、钢材等制造业原材料期现货价
格同比普遍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且
其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产业链
向下游传导。

面对输入性扰动，国务院常务会
议连续发声，并引导相关部门形成“政
策组合拳”进行快速反应，从而进一步
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优化结
构。这种快速反应，更多的来自更高
层面的战略思维。去年12月份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
础”。今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也强
调，要“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
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中，资本
市场大有可为。资本市场具备促进
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优势，能够大力
引导和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形成良
性循环，也能够以最短融资路径，助力
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更高水平的连接、
优化和巩固。

一份美味小菜中的农产品，经过
深加工、包装、物流等环节的推送来到
餐桌，这些看不见的环节背后，可能是
一家或多家上市公司产业链供应链
的支撑。如果进一步溯源，资本市场
的投融资功能，应该也有资格获得一
个好评。

一份小菜中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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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北向资金净流入逾2000亿元 三大活水将持续为A股“充值”

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
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1）》（下称《报
告》）。报告指出，2020年，区域经济金
融运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展现强大韧性，区域协
同发展稳步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所在的内地省份对全国经
济增长贡献率达49.3%，城市群引领
作用持续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
进，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0.3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
第一产业比重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二是投资结构继续改善，高技术
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全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卫生等社会领域
投资增速分别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

资7.7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东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
比上年增长3.8%、4.4%和4.3%，制造
业投资和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较大；
中部地区克服疫情影响，固定资产投
资实现0.7%的正增长。

三是对外贸易逆势增长，消费复
苏逐步向好，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东部地区货物进出口稳中提质，电子
产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快速增
长。中、西部地区货物出口增速均超
过10%，民营企业外贸更加活跃。全
国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加快，全年
网上零售额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14.8个百分点。

四是新兴发展动能显著增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东部
地区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以互联
网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发

展强劲。中部地区加大国有资本对
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
持。西部地区加大僵尸企业处置和

“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东北地区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淘汰落后产能工
作持续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多项
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五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减
税降费政策成效明显，民生底线保障
有力。全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人口较多的
四川、贵州、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名义可
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
度贫困地区贷款投入实现“两个高
于”，西部地区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约占全国六成。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
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为
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

六是金融有力支持抗疫保供、复

工复产和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稳企业
保就业成效显著。多措并举引导金
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
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和贷款增速高于
上年，东部、西部地区本外币各项贷
款增速分别比上年末高1.0个百分
点、0.2个百分点。两项直达实体经
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精准落地，东部地
区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领先全国，中部
地区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达0.89个百
分点。

七是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力度加大，金融改革创新持续深化。
各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快速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东部地区金融业
对外开放走在全国前列，金融市场双
向开放加速推进。各试验区绿色金

融标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取得阶段
性成果。农村金融、普惠金融改革试
验区建设纵深推进，金融基础服务和
便民惠民水平持续提升。

八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运行，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
段性成果。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
本金取得新进展，东部、西部地区地
方法人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较上年
末提高0.3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
金融资产质量总体向好，东部、西部
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分
别较上年末下降0.08个百分点、0.58
个百分点和0.1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
金融机构受疫情影响资产质量略有
承压，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上升0.06
个百分点。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重点
领域风险得到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
风险明显收敛。

央行：2020年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现八大特点

本报记者 吴 珊

近日，伴随着推进浦东新区发展
建设利好消息频传，上海本地股异常
活跃。继6月3日陆家嘴、浦东金桥、
外高桥等20只上海本地股联袂涨停
后，6月8日，上海本地股再度大面积
走强，涨停股达到14只，城地香江、浦
东金桥、陆家嘴等明星股均榜上有
名，外高桥也大涨6.69%。

据新华社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6月7日下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关于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将给上海更
高的自由度，在规则制定上更加灵

活，同时也意味着上海自贸区开放的
自由度更高。

“浦东或将在高新产业创新、法
治创新、金融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
等各方面迎来政策良机，为浦东当地
公司发展打开新的空间。”建泓时代
投资总监赵媛媛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认为三大领域值得关注：一是
金融领域，或将通过人民币离岸交
易、海外融资服务等把浦东打造成国
际性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二是贸易领
域，或将通过较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
策把浦东打造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关键节点；三是高新产品领域，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AI等行业或迎来科
技创新体制改革。

“上海经济发展速度有望加快、
发展质量有望提升，因此，上海本地
企业和周边企业中长期将普遍受

益。”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议
案增强了浦东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
灵活性，有助于强化上海在航运物
流、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几个核心
关键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

尽管6月8日谨慎情绪蔓延，A股资
金净流出规模处于月内高位，但是仍
有128只上海本地股逆市吸金共计
43.11亿元。《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
顺数据统计发现，除首日上市新股外，
光大证券、美邦服饰、上海临港、中国太
保、陆家嘴、复星医药、移远通信、天海
防务、龙头股份、城地香江等个股大单
资金净流入居前，均在3000万元以上。

赵媛媛表示，市场对浦东预期很
高，但还需要更多政策细则的落实。

袁华明也提示，当下市场具有热点
快速轮动、持续性不强特征，要注意把
握好投资节奏，避免短期买在高点上。

“两桥一嘴”大涨 浦东预期利好上海本地股

股价年涨幅超8倍的朗姿股份
遭关键股东减持

............................B2版

5925万元红包雨来袭
北京上海数字人民币落地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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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构建新格局、共享新机遇”为
主题。图为参观者（右）在挑选来自波兰的陶瓷工艺品。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开幕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