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颖

11月8日，首批4只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
ETF正式上市，累计总成交额突破百亿元，成
交十分火爆。

“首批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ETF的顺利
上市，不仅为投资者布局中国优质核心资产
再添场内新工具，而且是中国金融市场进一
步走出国门获得全球认可的里程碑事件。”华
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表示：“A50具有分享中
国经济增长红利、打包国内行业龙头、一键追
踪聪明资金等显著优势。”

近年来，素有“聪明钱”称号的北向资金一
直“超配A股”。这彰显出其对A股的坚定信心，
也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活力、潜力的认可。

目前，北向资金年内流入总额已超去年全
年。统计发现，今年以来截至11月8日，北向资
金累计净流入金额已达3280.98亿元，超过2020
年2089.32亿元的全年总额，并刷新了沪港通、
深港通开通以来的同期纪录。具体来看，今年
前10个月，北向资金净买入额均在百亿元以
上，其中，4月份、5月份北向资金净买入金额均
超500亿元，分别为526.07亿元和557.76亿元。

据了解，MSCI中国A50ETF对标的MSCI中
国A50互联互通人民币指数，是根据“母指数”
MSCI中国A股指数构建，优选11个行业板块50
只龙头个股，行业面向未来均衡配置，一键布
局全球瞩目的中国优势资产。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该指数表征A股核
心龙头资产，高配新经济行业和公司，长期来
看会有较好表现。同时，由于其成份股是北
上资金持仓核心标的，增量资金的涌入也有
利于互联互通基金的表现。

进入四季度，A股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呈
现震荡回落态势。在此期间，北向资金不断
调仓换股，10月份以来截至11月8日，累计资

金净流入达362.51亿元。虽然周一北向资金
小幅净卖出10.03亿元，但整体来看，外资依然
在不断加码A股。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从沪股通、深股通
前十大成交活跃股来看，10月份以来截至11
月8日，共有65只个股现身前十大成交活跃股
榜单，其中，38只活跃股期间处于净买入状
态，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404.03亿元。其中，
宁德时代最受青睐，期间累计净买入金额达

93.7亿元，伊利股份、中国中免、天赐材料、阳
光电源、赣锋锂业、万华化学、立讯精密、招商
银行、汇川技术、药明康德等个股紧随其后，
期间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额均在10亿元以
上，多数为蓝筹龙头股。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榕树投资研
究员周毅表示，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与上证
50、富时A50相比，明显提升了新能源和电子、
医药等板块的占比，这对未来的投资方向有一

定启示作用。与此同时，最近北上资金净买入
板块与MSCI中国A50权重类似，持续买入锂电
池产业链、电子和医药板块的优质公司。

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夏风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认为，近期，北向资金继续净流入A
股市场，在美元指数抬升、新兴市场有资金回
流压力的情况下，首批基金的推出，反映出海
外机构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青睐，有助于海
外资金更便捷地投向A股市场。

首批A50ETF上市日成交超百亿元
反映出海外机构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青睐和对中国经济活力、潜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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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清洁低碳转型
新能源比例将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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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夺冠后电竞概念股大涨 千亿元产业中难觅电竞主业上市公司

安 宁

“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
金，加快发展气候投融资。”刚刚发布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对发展绿色债券提出了新要求。而就在
几日前，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提出，拓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挂牌融资
和再融资。

这两份重磅文件透露出一个信号：资本市
场在助力绿色产业发展方面大有可为，守护

“绿水青山”，资本市场重任在肩。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是配置

金融资源的重要渠道，因此，支持绿色产业发
展，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必然成为资本市场在

“十四五”时期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笔者认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支持绿色

产业发展，资本市场可在三方面继续发力。
首先，加大对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

资、再融资的支持力度。
近年来，资本市场一直全力推动绿色金融

发展。特别是证监会在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
和并购重组审核中，始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绿色低碳企业通过
首发、再融资、挂牌、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累计
募集资金1.9万亿元，新能源、新材料及节能环
保等战略新兴行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额为
2.9万亿元。

今年以来，绿色企业上市数量继续增长。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截至11月7日，A股共
有67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上市公司，合计
首发募资379亿元。其中，仅2021年就有12家
公司登陆A股市场，IPO募资合计44.92亿元。

由此可见，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融资支
持力度，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支持绿
色企业的最直接表现。

其次，大力发展绿色债券，持续提升绿色
公司债券的吸引力。

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最主要的金融工具
之一，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在规模上实
现了质的飞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
国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约1.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
二。初步测算，每年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的
项目可节约标准煤5000万吨左右，相当于减排
二氧化碳1亿吨以上。

资本市场在支持绿色债券方面成效显
著。2016年3月份证监会指导沪深交易所建
立“绿色通道”，启动绿色公司债券试点工
作。2017年以来证监会陆续发布多个绿色债
券相关政策，逐步完善绿色债券的发行要求，
规范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推动绿色债券
市场发展。

今年以来，沪深交易所发行235只绿色公
司债券（债券名称中含“绿色”），发行规模合计
1357亿元，较2020年全年增长74%。

笔者认为，下一步，在发展绿色债券方面
要进一步加快绿色公司债券品种创新，丰富

绿色投资品种。同时，要引导市场参与各方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鼓励社保基金、公募基金
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成立绿色金融专业投资人
组织。

第三，以信息披露为抓手，健全ESG信息
披露制度。

近年来，监管机构持续推动和鼓励企业披
露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我
国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水平也在相关政策推
动下不断提升。

今年2月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
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关
系管理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主要内容
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

在政策引导下，上市公司对ESG的接受度
越来越高。交易所数据显示，2020年，全部科
创板公司和近900家沪市主板公司在年报中披
露了履行社会责任、加强环境保护等相关信
息，约占沪市公司总数的60%。此外，目前已有
90%的深市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环境及社会责任
信息。

在“双碳”目标下，健全ESG信息披露制度
是上市公司践行绿色投资理念的重要内容，
也是资本市场更好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必然要求。

守护“绿水青山”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包兴安

11月8日，国家能源局召开四季度网上新
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冬春
两季是能源消费高峰，煤炭需求还将在目前较
高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能
源局将继续统筹增产保供和安全环保，紧盯煤
炭生产，积极协调稳产增产过程中的突出问
题，有效增加煤炭生产能力，确保经济社会平
稳运行，确保能源安全保供，确保人民群众温
暖过冬。

上述负责人表示，平稳度过年初采暖季和
夏季两个用能高峰后，进入8月份，受南方地区
来水偏枯和煤炭价格高企影响，火电机组顶峰

能力不足，南方区域4省（区）、蒙西实施有序用
电措施。9月份以来，全国临时检修机组容量增
加，有序用电范围进一步扩大，个别地区出现了
拉闸限电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迅速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煤炭产能加快释放，增
产增供取得明显成效，日均产量维持较高水平，
电煤库存可用天数提升，煤炭价格高位回落；电
力保供能力逐步增强，全国电力供需紧张形势
已经有所缓解，未再出现拉闸限电现象。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采取释
放先进产能、现场督导、消除限产措施、压紧压
实责任、强化产量调度等措施，煤炭产量取得
了较为显著的增长。国庆节期间，全国煤矿坚
持正常生产。10月1日-28日调度日均产量

1120万吨，比9月份日均增加80万吨，近日日均
产量1140万吨左右。从重点产煤地区看，晋陕
蒙日均煤炭产量超过830万吨，占全国煤炭产
量的75%，对产量增长的贡献率达100%左右，
充分发挥了大省大矿的作用。

上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继
续统筹增产保供和安全环保，紧盯煤炭生产，积
极协调稳产增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有效增加
煤炭生产能力，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确保能
源安全保供，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一是紧抓煤炭增产增供。加强分类指导和
政策协同，及时跟踪了解已出台政策落地落实
情况，对不适应的实时作出调整。重点保证产
煤大省和安全有保障的大矿满产稳产，帮助产

能利用率较低、仍有增产潜力的省区解决好实
际困难，进一步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全国煤炭
产量稳定在较高水平，实现安全增产增供。

二是优化煤炭供应。密切关注迎峰度冬
煤炭供需态势，总体上做到紧而有序、形势可
控。突出抓好东北等重点地区煤炭保供，在资
源、运力上予以优先安排并紧盯落实，坚决保
障好民生用煤需求。

三是做好通盘统筹考虑。按照充分发挥
煤炭主体能源作用的原则实施好煤炭“十四
五”规划，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持“上大压小、增优汰劣”，全面提升
煤矿安全生产、绿色生产素质，把煤炭兜底保
障作用进一步落到实处。

国家能源局：

电力供需紧张形势已缓解 未再现拉闸限电现象

万科分拆万物云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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