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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减持新东方在线
套现超7亿港元
..........................A3版

公募基金“中考”临近
年内逾三成产品获正收益
..........................B1版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组织编写《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
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

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
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
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
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
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
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科学指南。

《纲要》共15章、58目、146条，10万字。
全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
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
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纲要》内容丰富、结构
严谨，忠实原文原著、文风生动朴实，是广大
干部群众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辅
助读物。

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全面系统

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加
自觉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安 宁

三年前的6月21 日，A 股被正式纳入富
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如今，国际三大指数
已均将 A 股纳入其指数体系。这体现了 A
股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性和投资
价值。

从数据来看，外资机构用实际行动印证
了 A 股市场的吸引力：2019 年至 2021 年，我
国股票市场引入外资共计 8874 亿元。今年
以来截至6月20日，北上资金已累计净流入
478亿元，除了3月份是净卖出，其余各月份
均为净买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对冲基
金、主权基金等外资机构表示看好中国市场，
频频调研A股上市公司，加大持仓力度。

数据折射出外资机构对A股市场投资价
值的认可，这份认可也是信心的体现——来
自于对A股市场自身魅力值的信心，更来自
于对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活力的信心。

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是A股市场

长期稳定向好的底气。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国际资本市场

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但中国经济表现出
来的强大韧性坚定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从5月份的经济“成绩单”来看，随着国内
稳增长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5月份的经
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主要指标多数出现
改善：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0.7%，环比增长5.61%，彰显出工业生产较
强的韧性；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降幅收
窄至6.7%，环比则由降转升至0.05%，消费也
开始企稳回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持
续恢复态势积极向好，发展潜力大、韧性足、空
间广的特点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
面是A股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也是国际投资
者加仓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推进的改革开放持续
提升A股市场的魅力指数。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进更大开放是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

资本市场持续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市
场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目前，投资者
数量已超过2亿，上市公司总市值位居全球
第二。

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步伐不断加快，全面放开了证券、期货和基金
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沪深港通机制持续
完善、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不断加深……

通过改革和开放，不仅为市场释放了更
多活力，也为市场带来了更多增量价值，进一
步提升了A股市场的魅力指数。

虽然在短期内A股市场仍然会受到国际
环境的影响，但相信有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
和活力做后盾，随着A股市场的魅力指数不
断攀升，将会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把目光投
向中国市场。

A股“魅力值”不断攀升 吸引更多国际目光

本报记者 孟 珂

自2019年6月21日至今，A股被纳入富时
罗素全球股票指数已满三年。值得关注的
是，最新一次的富时罗素季度审核调整已于6
月17日盘后生效，当日，北向资金大步进场，
净买入91.68亿元。

“A股被逐步纳入富时罗素指数，充分证
明了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投资价值的认可，
三年来，不仅带动了大量跟踪型资金持续增
配A股，也为A股的全球配置价值提供了重要
认证，进一步推动A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峻晓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指数调整引市场关注

日前，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50指数、
富时中国A50指数、富时中国A150指数、富时
中国A200指数、富时中国A400指数、富时中
国A小盘股指数的审核变更，并已于6月17日
收盘后生效。

其中，富时中国A50指数新纳入了海螺
水泥、中信银行、通威股份3家公司；剔除智飞
生物、格力电器、中国石油3家公司。

对此，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值是
影响成分股变动的重要因素，股价的阶段

性涨跌可能会导致公司被纳入或剔除。同
时，流动性也是指数的关注重点，若公司的
外资持股比例接近限制，则公司可能会被
剔除出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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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被纳入富时
罗素指数，体现的是A股逐渐国际化的趋
势，长期来看有利于吸引跟踪指数的资金流
入，提高外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参与度，从
而进一步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
构。短期来看，外资流入可以提振投资者信
心，稳定投资者情绪。

“随着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体量不断增
长、优秀的中国企业不断涌现，全球投资者对
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此过程
中，富时罗素指数公司也在不断提升A股在
全球和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比重。”摩根士丹利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Wind数据统计显示，目前A股共有1249
家上市公司被纳入富时罗素指数。分行业来
看，医药生物、电子、电力设备行业占比居前。

“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对新兴市场的纳
入都呈现出由大盘股向中小盘股扩散的趋
势。”张峻晓表示，一方面，纳入范围愈发广
泛，从早期的龙头居多到现在对中小公司也
给予覆盖；另一方面，国际指数对A股的定制
化程度不断提升，与A股挂钩的指数体系不

断细化与完善，为后续构建关联的期货、期权
衍生品提供了基础。

外资持续看好A股

从北向资金的流向来看，Wind数据显
示，月度成交方面，自2021年以来，仅今年3月
份北向资金出现大幅净卖出，其余各月份均
为净买入。持续不断地大幅净买入，是对A
股中长期价值的肯定。

张峻晓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资本市
场优势持续凸显，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
断提升，中国资产的投资价值被海外机构一
致看好，外资持续增配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
外资对A股资产的肯定。

高盛中国股票策略研究团队认为，“投资
复苏受益股”的风险回报变得具有吸引力。
展望未来，制造业相关股票将表现领先，消费
相关股票也有望在晚些时候反弹。关注制造
业经济将为开展复苏题材交易的投资者带来
更有利的风险回报。

“过去20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未来有望
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
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投资A股的体
验不断提升。就开放程度而言，随着互联互
通机制逐步深化，A股市场已经成长为更加
国际化的市场。综合来看，A股市场的吸引
力会持续上升。”明明说。

A股“入富”三年 中国资产获配比重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 杜雨萌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战略
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这是近日国资委副主
任翁杰明给出的后续央企重组整合方向。结
合《证券日报》记者此前了解到的情况，今年
钢铁、粮食储备加工及港口码头等领域的央
企重组整合仍将好戏连台。

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资委一共
完成了 26 组 47 家中央企业的重组，且新组
建、接收国家管网集团、中国星网等 9家中央
企业。仅从去年看，一系列重大战略性重组
和专业化整合相继完成，如中国星网、中国电
气装备、中国物流集团、中国稀土集团挂牌成
立，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联合重组，中国电科
重组中国普天，鞍钢重组本钢，国家管网集团
资产重组顺利完成，煤炭、医疗等专业化整合
深入实施。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央企重组
整合工作的持续推进，一方面，相关企业的业
务重合和投资分散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改善；尤其是借助战略性重组，完成了多组
主业相同或相似央企的整合，在提升行业集
中度的同时，也同步增强了央企在行业中的
竞争力、影响力与控制力；另一方面，通过重
组整合，企业的效率效益也有了较好提升。

“部分央企重组整合后，还进一步保障了
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更好地服务国家战
略，以及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
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
梁称，但也要看到，个别企业在重组之后融合
得还不好，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没有产生
预期的协调效应等。

对此，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
曾表示，今年国资委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深化对相关行业、企业的系统性研究，围绕产
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竞争严重、创新资
源分散的行业和领域，统筹规划重组整合的总
体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有计划、有步骤、有节
奏地稳步推进，将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走深走
实。与此同时，指导督促重组企业加快整合、
融合。即推动企业深入推进业务、资产、文化
等融合整合，加快实现重组协同效益。

从今年来看，部分领域的重组整合仍十分
有看头。

《证券日报》记者此前从国资委获悉，今年
在战略性重组方面，国资委将稳步推进钢铁等
领域的重组整合，在相关领域适时研究组建新
的中央企业集团。在专业化整合方面，则继续
以业务做强做精为目标，以优势企业为主体，
积极推动粮食储备加工、港口码头等领域的专
业化整合，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特别要关注的是，相较于战略性重
组来说，国资委特别提出中央企业要把加快专
业化整合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下转A2版）

三大领域央企重组整合看点足
粮食储备加工领域已率先官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