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1月9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到市场监管总局考察，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
入抓好帮扶市场主体纾困政策落地，大力推进
改革创新，厚植滋养市场主体的土壤，着力稳
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推动经济稳步回升、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

在知识产权局，李克强听取了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运用情况汇报。他说，市场竞争很重
要的是拼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保护第一生产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得知发
明专利平均审查时间比五年前压减1/3，李克强
说，创造不易，要用更优质高效服务让创新

成果加速转化运用，促进产业升级，造福人民
群众。

李克强来到市场监管总局数据分析中心，
了解市场主体发展趋势。市场监管总局介绍，
市场主体数量由十年前的5500万户增加到现
在的1.69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超过1.1亿户，
东部地区市场主体占全国的46.5%。李克强
说，这几年我们狠抓“六稳”、“六保”，其中很重
要的就是通过保市场主体来稳就业，要继续发
展壮大市场主体。

座谈会上，市场监管总局作了汇报。李克强
说，这些年，我们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简政放权、降门槛除繁苛，创新和加
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和质量安全，不断优化

服务、寓服务于监管，给人民群众经商办企业
更多自由和便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
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了减轻市
场主体困难和压力、支持他们轻装上阵，持续
实施减税退税降费等政策，这也是“放水养
鱼”、涵养税源。改革激活力与政策纾困并举，
培育壮大了市场主体，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
挥了关键作用。

李克强说，当前经济保持恢复态势，但市
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困难较
大，并且遇到新问题。要保持政策稳定性，继
续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实。
减税降费等政策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
化，实施好原定延续执行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
税减免、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

政策。推进金融工具支持的重大项目建设、设
备更新改造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结合实际推
动生活服务消费有序恢复。回应市场主体关
切，帮助解决原材料供应、用工、信贷资金等困
难，推动企业节后快速复工复产。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企业产权，提振民营
企业信心，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平台经济健
康持续发展，更好发挥促进就业和消费、衔接
生产要素、助力创新等作用。拓展“放管服”改
革成果，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各
地各部门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努力做好年初经济工作、实现今年经济运
行好的开局。

王勇、肖捷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考察市场监管总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落实政策帮扶市场主体渡难关
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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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 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 2023年春节期
间休市的规定，本报2023年1月21日至29
日休刊，30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休刊启事

龚梦泽

新能源汽车是当前的“风口”之一，赛道热
闹非凡，聚集众多跨界造车玩家，从房地产商、
家电商到手机制造商，再到互联网大厂、ICT企
业，定位多种多样。

跨界造车选手看似出身各异，但行事逻辑
却依迹可循。不论是苹果、小米、大疆这样的
科技硬件3C企业，还是百度、360、滴滴等以软
件算法为主的IT平台，抑或是像美的、创维、海
尔发迹于白电的家电企业，他们都拥有庞大的
3C、5G和IoT业务。

笔者认为，“看得见，摸得着”是大家踊跃
跨界造车的最直接原因。所谓“看得见”，新能
源汽车产业体量大、产业链长、技术与资金双
密集，且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还有将近一倍的
市场增长空间。所以在其他行业已获得成功
的企业，希望转型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寻求第
二增长曲线是可以理解的。

“摸得着”更显见而实在。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至今，上下游产业链已非常成熟，
核心三电、智能车机、智能驾驶系统都有强大
的第三方供应商，跨界造车企业完全可以通过
从外部采购软硬件，找一个有资质的整车制造
厂代工，只需自己搭建好销售渠道，即可销售

“自家”品牌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在行业加速转型、市场快速蝶变、新技术

爆炸式突破的今天，踏准节奏并不容易，对跨
界者而言尤甚。对此，笔者对跨界者和相关投
资者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应多关注地方国资的需求和动向。
2022年被业内称之为地方政府母基金元年，各
地政府积极引入创投机构，推动当地产业转型
升级。比如，南宁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期母基金
首期总规模为100亿元，武汉市政府产业引导
基金规模更高达500亿元，均拟投向新能源汽
车及零配件等高端制造业。相较以前，各地产
业引导基金除了在规模和数量上创新高，部分
产业基金还将返投比例放宽到1：1，并放宽返
投认定标准。

其次，跨界意味着要走出自己的能力圈，
相对务实的出圈应该是基盘的适当延伸。如
果走得太远就无法与原有业务发生协同，将导
致在大生态闭环形成前首尾难顾。众所周知，
丰田每年8%的利润率已是行业翘楚，而地产商
通常是高杠杆操作，净利润正常年份15%并不
稀奇，个别酒企还可翻倍至30%以上。无相关
技术积累的各色厂商，若不惜隔山越岭，来趟
造车的“浑水”，不合理之处全凭“长期成长性”
搪塞，类似这种从资本收益角度难以解释的打
法，要谨慎看待。

最后，跨界者也可考虑步步为营，渐进性
地做成汽车供应链上的核心一环或多环。如
此一来，随着汽车产业的重构与发展，跨界者
不仅可以深度参与造车，“进可攻、退可守”的
他们还将保留更大的自主选择权，等条件成熟
后再进军整车制造亦不迟。

跨界造车热潮下的冷思考

本报记者 邢 萌

2023年开年不久，10余家上市公司相继
抛出定增计划。1月11日，天地源、金辰股份
同日发布定增预案。根据公告，天地源、金
辰股份分别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2.5亿元与
10亿元，主要用于项目建设等方面。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2日，年内已有
18家上市公司先后披露定增预案，预计募资总
额达161亿元，资金主要用于项目融资、收购资
产、补充流动资金等领域。对比而言，去年及
前年同期均没有上市公司推出定增预案。

广西大学副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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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定增市场迎来‘开门红’，是经济复
苏和股市回暖的表现，是我国上市公司企业
家信心恢复的体现，也是我国投资者对经济
增长有信心、市场发展有信心和公司业绩有

信心的体现。2023年，我国参与定增的上市
公司数量有望显著增多，规模显著增长。”

上市房企频频现身，成为今年定增市场
一大显著特点。随着去年11月底“第三支
箭”发出，上市房企再融资大门重启，并逐渐
活跃在定增市场上。

“‘第三支箭’政策发布后，股权融资进
一步打开了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家房
企随即加入定增队伍，包括融资资质较好的
房企，也包括努力化解债务危机的地产企
业。”银河证券策略团队负责人杨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杨超进一步分析称，对于地产企业而
言，尤其对于融资资质欠佳的地产企业，定
增可以缓释风险，保障地产企业的流动性。
短期来看，地产企业脱离流动性困境；中长
期来看，定增无疑是房地产企业“稳定的血
液”，助力企业顺利开展业务或转型。

在前述18家上市公司中，新黄浦、中南
建设、天地源等3家来自房地产行业。

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执行董事付饶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通过定增募资，可
以帮助房企保交楼、偿还债务以及补充流动
资金。同时，借助融资拉动销售，推动经营
端流动性改善，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问题。”

新年伊始，定增市场的“开门红”也使业
内人士对今年市场普遍持乐观态度。

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年定增市场的供给
较为充足。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1
月12日，95家上市公司的定增方案已获审核
通过等待发行。

杨超预测，2023年定增市场将继续回
暖，A股市场有望逐步进入风险偏好提升通
道。受资本市场预期回升、定增项目供应增
加等多重因素影响，预计2023年定增规模在
7000亿元以上。

新年伊始A股定增市场迎来“开门红”
18家上市公司集中抛出定增计划

6个期货及期权品种
引入境外交易者
..........................B1版

本报记者 孟 珂

1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8%，涨幅较前一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0.7%，降幅
较前一月收窄0.6个百分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整体物价形势
稳定，处于温和水平。同时，2022年工业品价
格同比涨幅从年初的两位数高增状态持续回
落，预计2023年PPI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这也
将成为稳定CPI涨幅的一项积极因素。

2022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1.8%。其中，
食品价格上涨4.8%，涨幅比前一月扩大1.1个百
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87个百分点。非食品价
格上涨1.1%，涨幅与前一月相同，影响CPI上涨
约0.92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2年12月份物价小
幅反弹，主要是受低基数影响。去年12月份，
疫情影响餐饮服务业，猪肉需求下降，猪肉价
格同比明显收窄；尽管蔬菜价格环比上涨，但
由于天气适宜蔬菜生长，物流运输畅通，蔬菜
价格涨幅同比下滑；其他消费品、服务价格涨
幅温和。

2022年12月份PPI同比下降0.7%。生产资
料价格下降1.4%，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生活
资料价格上涨1.8%，涨幅回落0.2个百分点。

“由于基数变动的影响并未体现在生活资
料价格上，因此，受环比转跌拖累新涨价动能
影响，2022年12月份生活资料PPI同比涨幅较
前一月放缓。”王青表示，食品类PPI同比涨势
较前一月放缓0.7个百分点至3.2%，是当月生活
资料PPI同比涨幅收敛的主要拖累，而衣着和
耐用消费品PPI同比涨幅则小幅扩大。

展望2023年，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2023年全年
CPI同比上涨2.1%，略高于2022年的水平。预
计PPI将缓步走出2022年末的状态，全年同比
涨幅约为0.5%左右。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2023年
CPI或前高后低，关注核心CPI涨价节奏。

去年12月份CPI同比上涨1.8%
专家预计今年CPI水平略高于去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