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综 合合 NEWSAA44 2022年12月14日 星期三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张 博 制 作 闫 亮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见习记者 韩 昱

时至岁末，多家外资机构对 2023
年中国经济及A股市场进行展望。“中
国经济增长达到 5%以上，消费、先进
制造业将成为增长亮点”已是大部分
机构的共识。

花旗前瞻报告表示，2022年，通胀
高企下海外主要央行纷纷加息、国际地
缘冲突冲击能源格局、新冠肺炎疫情扰
动持续，多重压力下全球经济增长明显
放缓。基本面较为薄弱的欧元区和英
国或在今年年底陷入衰退，美国经济衰
退可能在2023年年中到来。而中国经
济的复苏反弹则有望成为2023年全球
市场中的“一抹亮色”。在支持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疫情防控政策
持续优化的背景下，2023年中国经济增

速有望加快至5.6%。
“大部分发达国家正面对通胀、能

源危机和经济衰退等多重挑战。我们
认为短期内中国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健康。”富达
国际基金经理Hyomi Jie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对于寻求分散地区风险的国
际投资者来说，中国的一系列稳经济政
策让中国市场更具有吸引力。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会上升
到 5%左右。”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
资总监及宏观经济主管胡一帆博士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
计到 202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
非常大的反弹，消费、制造业投资、基
建投资将是三大带动因素。

还有更多外资机构积极看好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比如，在毕马威中
国近期发布的《2023年宏观经济十大

趋势展望》（以下简称“《展望》”）中，毕
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预
计 2023年中国仍将维持较为积极的
宏观经济政策，GDP在 2023年有望实
现 5.2%的增长；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
的《2023 全球宏观经济展望》认为，
2023 年全球 GDP 增长率将不超过
2.2%，美国经济或勉强躲过衰退，欧洲
经济将收缩，而亚洲经济将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其中中国
GDP增长将达到5%。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外资机构
认为，消费以及先进制造业将成为明
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

Hyomi Jie 分析称，消费市场方
面，本地品牌、高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
务业将受益于中国加速的供应链本土
化进程。“高端化”的趋势已经展现出
韧性，并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结

构性增长机会。
毕马威中国也在其《展望》中分析

称，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居民信心
提振、储蓄助力消费复苏，预计明年中
国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接触类、体验
类消费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高技
术制造业、新能源将引领投资增长。
预计未来中国将继续加大对产业优化
升级、“专精特新”等高技术制造业的
支持力度。产业政策将继续释放效
能，加快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叠加信贷
支持政策发力，将利好高技术制造业
投资的快速发展。

此外，富达国际基金经理廖婉菁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国企改
革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中科技行业和工业有望成为赢家。

积极看好中国经济的外资机构也
正在用“真金白银”对A股投下“信任

票”，并表达对2023年走势的信心。根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 11月份流向中国股市的资金
为85亿美元，创2022年以来外资在中
国股市的最大月度增幅。同时，时隔近
两年后，摩根士丹利于12月4日将中国
股票评级从“中性”上调为“增持”。摩
根大通、花旗、高盛等也在近期纷纷发
出对中国股票的看涨声音。

花旗前瞻报告认为，当前股市复
苏处于早期阶段，估值仍处于低位，企
业盈利有望上修，预计 2023年表现更
加优异。顺应中国结构性调整方向的
板块，如内需、科技政策支持的板块值
得关注。

胡一帆表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逐步减弱，经济复苏将带来更多
的消费，中长期看好一系列受益的行
业，包括高科技板块。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获外资看好
消费、制造业、基建将是三大带动因素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12月12日，西藏城投公告称，拟向
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保交楼、保民
生”相关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以及
符合上市公司再融资政策要求的补充
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用途。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房
企股权融资“第三支箭”落地两周多以
来，披露股权融资意向或计划的A股房
企已达20家，其中有17家拟通过定增再
融资，占比超八成。

“定增较为高效，设计定增方案也
相对简单，故企业倾向于选择通过定增
进行股权融资。”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高级合伙人葛友山律师对记者表
示，同时定增不直接增加房企的负债规
模，同时可为房企融资提供充足的渠
道，有利于房地产资产负债表的改善，
加大权益补充力度，进而改善行业的资
产负债情况。

在定增队伍中，目前已有华发股
份、福星股份、嘉凯城、大名城等房企率
先抛出预案。除嘉凯城外，其余3家募
集资金的七成及以上用于“保交楼”相
关房地产项目。

福星股份公布的定增预案显示，募
集金额不超过13.4亿元，其中的9.4亿元
用于住宅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实
施，资金使用占比达七成以上，其余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大名城的定增预案
中，用于房地产开发及建设项目的资金
占比同样较高。据悉，其预计募集资金
不超过30亿元，七成用于房地产开发及
建设项目，其余9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等。

实际上，多家房企在披露再融资意
向时，对于募集资金的使用都提到用于

“保交楼”相关房地产项目、偿还债务本
息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用途。

另有房企宣布启动并购重组计
划。12月1日、12月5日、12月8日，陆
家嘴、招商蛇口、格力地产3家房企先
后公告并购重组，并募集相关配套资
金。

葛友山表示，这3家房企都具有国
资背景；收购标的主要是同集团或同公
司旗下资产；先前都有重组的经验和计
划，“2016年陆家嘴就启动了百亿元资
产重组，从单纯地产业务向‘地产+金
融’迈进，陆家嘴此举加速浦东国资国
企改革的同时，也借机优化资产结构；
招商蛇口、格力地产则是借政策东风重
启旧项目。”

相对定增，目前并购重组类股权融
资的案例相对较少。多位行业人士认
为，并购重组涉及的事项更为复杂，不
确定性较高，并且还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要求，需要更长的准备周期和更
为严谨的考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告诉记者，“目前来看，
这几笔拟并购重组主要集中在集团内
部。未来市场走向明朗后，跨界的行业
大整合或将出现。”

房企加速推进股权融资
已有17家公司发布定增计划

本报记者 曹卫新 李 婷

自2022年11月25日启动第一轮
拍卖至今，“天价锂矿”争夺战已经鏖
战19天。

12 月 13 日 16 点 ，斯 诺 威 矿 业
54.2857%股权第九轮拍卖正式开
始。本轮拍卖起拍价18亿元，保证金
3.6亿元，加价幅度900万元或900万元
整数倍，封顶价为20亿元。竞买信息
显示，本轮拍卖起拍后5分钟，竞买号
为“F2149”的竞买人开始出价，价格
为 18 亿 元 。 2 分 钟 后 ，竞 买 号 为

“E6982”的竞买人一口气加价2亿元，
强势封顶。至此，本轮拍卖仅持续7
分钟即宣告结束。

鏖战19天起拍价涨至20亿元

斯诺威矿业54.2857%股权争夺
已经变成了一场“持久战”。2022年
11月25日斯诺威矿业股权第一轮拍
卖正式启动，起拍价为2亿元，5位竞
买人经过26次出价，最终以4亿元封
顶。第二轮拍卖也有5人报名，经过
28次出价，最终以6亿元封顶。自第
三轮拍卖开始，拍卖报名人数和竞买
次数均发生了变化。报名人数由5人
减少至3人或4人，竞价频次降至10次
以内。

记者梳理发现，近5轮拍卖，拍卖
报名人数均控制在3人至4人，每轮拍
卖竞买人的出价次数均为2次，待首
位竞买人出价后，第二位出价的竞买
人均选择了一口气加价2亿元，强势

封顶。
按照拍卖规定，参与第九轮拍

卖的竞买人必须在12月12日16点之
前提交资质、相关承诺书及资料。
12月12日18点，拍卖报名资质提交
时间过后2小时，阿里拍卖平台显示
此轮拍卖仅一人报名。12月13日16
点开拍前，报名人数由1人跳转至3
人。

阿里拍卖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出现这一现象的原
因并非系统出了问题，而是由于报名
参与拍卖的相关人员已在规定时间内
提交了资质证明，但没有第一时间‘点
击’报名确认键。依据规定，提交拍卖
相关资质后，竞买人可以在拍卖结束
之前的任意时间确认报名。”

经过前后九轮的角逐，目前斯诺
威矿业54.2857%股权的下一轮起拍
价已由最初的2亿元涨至20亿元。第
十轮拍卖起拍时间为第九轮拍卖结
束后48小时内。

“天价锂矿”拍卖何时休？

今年5月16日，斯诺威矿业股权
也曾经历过一场拍卖，彼时该部分股
权起拍价为335万元，保证金为33.5万
元。历时5天5夜，最终这笔股权以高
于起拍价597倍的价格收尾，成交价
最终确定为20亿元。

如今第九轮拍卖以20亿元封顶，
已经平了这一记录。斯诺威矿业的
股权拍卖究竟还将持续多久？

有不具名业内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斯诺威矿业股权拍卖
暂未落锤，主要是此次起拍价格相对
较低，加上拍卖熔断机制致使此次股
权争夺战变成‘持久战’。”

斯诺威矿业股权拍卖战况如此
胶着，也折射出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背后，锂资源短缺的问题愈发凸显。

浙商证券分析认为，新能源车成
长属性不改，海外将贡献更多增量。
预计国内2022年新能源车销量在650
万辆，渗透率达27%至28%。2023年

达850万辆，后续“电动化+智能化”共
振将驱动渗透率进一步提升。

上海钢联12月13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电池级碳酸锂现货均价下跌
0.25万元/吨至56.15万元/吨，环比上
月同期跌5%。

SMM（上海有色网）分析认为，近
期，在碳酸锂市场情绪和预期价格一
同走弱的背景下，电池级碳酸锂现货
报价已录得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下
跌。大型锂盐厂给出的碳酸锂心理

预期价格微调，贸易商抛货情绪重，
碳酸锂成交价格相对较低。需求端
来看，下游三元电池和铁锂厂的采购
意愿不高，且在当前碳酸锂价格回落
的背景下，下游意愿采购的价格都有
所下调。

不过在产业链内部大需求和大
扩产持续下，最终碳酸锂价格回落的
时间点目前依然存有争议。而在上
游锂盐供应上，业内普遍预计在2023
年年中将会集中开始释放。

“天价锂矿”争夺鏖战19天9次熔断
竞买人加价2亿元强势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