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包兴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稳投资、惠民
生、促发展的重要引擎。过去的两天，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信部、国资委、国家统计局四部
门相继发声，透露下一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动向。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加大基建投
资力度仍然是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选
项。后续需加快提升网络通信、数据处理等新
型基础设施运行保障能力，补齐经济、民生发
展的短板。

新型基础设施
布局建设步伐加快

1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2023年1月
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金贤东表示，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力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加大相关领域投入。

同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
培育高水平的融合创新应用。大力推进5G、千
兆光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信息消费、垂
直行业、社会民生、数字政府等领域的融合应
用，推动工业互联网规模应用，引领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此前的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国资委分别
在国新办举行的2022年央企经济运行情况新
闻发布会、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提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预计今年固定
资产投资还会有望继续增长。“我国交通、能源、
水利等传统技术设施改造升级，5G、特高压、城
际高速公路、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
建设步伐也在加快，将很好地带动有效投资。”

“下一步要加大云计算、宽带基础网络、
5G/6G、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工业互联
网、卫星互联网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

‘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升级。”国
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表示。

春节前后将集中下达一批
中央预算内投资

对于下一步的政策安排，金贤东表示，“从
国家层面，春节前后将集中下达一批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领域重大项目建
设。”“从地方层面，将支持各地通过地方政府专
项建设债券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
度。”“从企业层面，将综合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措施，引导支持社
会资本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稳投资关键在于扩
大有效投资和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
需要适度超前布局建设新基建，同时加快传统
基建改造升级。新基建布局建设需面向算力
网络基础设施、能源电力基础设施、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发力。

“新基建将是推动今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要紧紧抓住新基建的市场化特点，坚持市
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投资策略，调动市场多元
化主体投资热情，在政府投资保贷增信的引导
下，吸纳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张依群
表示，同时，要灵活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加大资
金投入，力求早投资早见效。此外，需坚持高
质量发展，做好新基建规划布局和技术设计，
实现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对接融合。

四部门两日内密集发声
透露新基建发展动向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刘 慧

1月18日，北向资金再度加仓A股市场。
据东方财富数据显示，北向资金当日净买入
47.35亿元，月内累计净买入额升至938.81亿
元，创出新纪录。此外，该数据超越2021年12
月份的单月历史高点889.92亿元。

近期，外资积极参与我国证券市场。1月
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
春英表示，境外投资者持续恢复对我国证券
市场投资。据外汇局统计，2022年12月份，境
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分别为73亿
美元和84亿美元。从最新的市场数据看，今
年1月上半月外资净买入境内股票、债券合计
约126亿美元。

今年以来，北向资金已经连续11个交易
日呈净买入态势，助力A股市场三大指数走
强。截至1月18日收盘，开年以来上证指数累

计涨4.37%，深证成指累计涨7.21%，创业板
指累计涨8.40%。

从历史数据看，北向资金大量流入往往
集中在年末，而今年年初高频次高额度流入
主要缘于三方面因素。

首先，我国经济韧性彰显，增强了外资对
配置中国资产的信心。国家统计局1月17日
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国内生产总值
（GDP）突破120万亿元，同比增长3%；就业基
本盘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粮食
生产再获丰收，内需规模继续扩大，经济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

第二，中国经济复苏预期带动人民币汇
率整体走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接连升破6.9、6.8，1月16日，在岸、离岸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升破6.7，为去年7月份以来首次
升破这一关口。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
有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复苏

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带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
强，促进外资加速配置中国核心资产。

第三，A股市场具备估值优势。川财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股的估值仍处于相对历
史低位，优势开始显现，吸引北向资金流入。”

从个股方面看，1月3日至1月18日，共有
53只个股现身陆股通前十大成交活跃股榜
单，其中有32只个股期间获净买入，合计吸引
北向资金430.15亿元。贵州茅台、五粮液等

“大消费”板块个股和以中国平安、招商银行
为代表的“大金融”板块个股持续受到关注。

陈雳认为，受益于春节假期带来的消费
预期和防疫政策优化调整，目前“大消费”板
块势头非常强劲。

对于上述两大领域的未来走势，刘有华
表示，估值修复叠加业绩回暖预期，预计“大
消费”和“大金融”行情仍将持续。

北向资金月内净流入逾938亿元 刷新历史单月峰值

本报记者 孟 珂

1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
2022年四季度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2022
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为10.5亿人、2.4亿人、2.9亿人，同比增加
2430万人、849万人、825万人。全年基金收入
7.1万亿元，支出6.6万亿元，年底累计结余7.4万
亿元。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际
投资运营规模1.62万亿元。

据了解，社保基金会自2016年起陆续与全
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约，
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部分结余资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以来每年都平稳实现
正收益。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障成为亟
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而确保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保值增值至关重要。委托专业的机构做
专业的事，有助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
值，健全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
东预计，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展委托投资
的潜力较大，再加上个人养老金入市，预计未
来养老金入市规模会超过2万亿元。

此外，2022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也取
得新进展。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全年共跨省调剂资金2440亿元，有力支
持了基金困难省份养老金发放；会同相关部门
制定出台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税收等配套政
策，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启
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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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不平衡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地区面临着养老金
相对不足的情况，有必要由中央进行跨省调剂，
保障部分地区养老金发放，实现“老有所依”。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
亓涛介绍，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
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

142亿元。
刘向东表示，当前个人养老金参与情况整

体符合预期，未来将有很大的扩容空间，特别
是随着相关减税政策逐步完善和投资收益加
快回升，会有更多人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

在明明看来，目前个人养老金仍处于初步推
广阶段，未来规模将进一步扩张。个人养老金的
发展是百年大计，第三支柱的扩容对我国养老保
障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未来十几年内，预计规
模将达到数万亿元的水平。在我国老龄化压力
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个人养老金的发展有利于缓
解养老压力，同时为资本市场注入大量长期稳定
资金，有望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人社部：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
实际投资运营规模1.6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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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方业

新年以来，以北向资金为代表的外资频频
“开口说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这与去年其
平平淡淡的流入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权威数据显示，北向资金2022年全年净流
入900亿元。然而，2023年开市以来，仅仅用了8
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就净流入了500亿元，占比
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一半有余。随着北向资金近
日凶猛涌入，股市上诞生了一个新纪录：1月份
的短短十几个交易日，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额
竟然高达938.81亿元，迅速超过了去年全年的
总额。那么，北向资金作为“聪明资金”，近期大
幅度净流入A股市场对投资者有什么启迪？

首先，北向资金作为中国A股市场上的重
要参与者，其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总
判断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
元，达到121万亿元，这是继2020年、2021年连
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之后，再次跃上
新台阶。全年经济增速达到3%。经济增速快
于多数主要经济体。同时，我国仍然位居全球
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全部
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均居世界首位，外
汇储备余额稳居世界第一。在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叠加的复杂局面下，面对诸多超预期因
素冲击，能够交出这样的成绩单殊为不易。中
国经济展现出了自己的强大韧性。

对于新一年的中国经济走势，也是在1月
17日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瑞士达沃斯
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特别
致辞时向世人说，经过努力，2023年中国经济
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增速达到正常水平；预计
今年进口会明显增加，企业会加大投资力度，
居民消费会回归常态。可以说，这是在向世界
传递信心与力量。

作为铆足干劲“拼经济”的2023年，虽然经
济仍然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的三重压力，但是相对于美国的滞胀与欧
洲的衰退而言，中国经济实质上是在筑底，在
爬坡，在向好。

其次，以北向资金为代表的“聪明资金”的
先知先觉能力依然强大。众所周知，北向资金
被很多投资者称之为A股市场上的资金“风向
标”，因此，它在市场上的一举一动常常成为市
场的焦点，被人重视。纵观A股市场，历次出现
大底之时，以北向资金、QFII资金等为代表的

“聪明资金”基本上能先知先觉提前入场，并最
终获得较为丰厚的业绩回报。而反观我们不
少的机构，却往往习惯于跟随别人，做后知后

觉者。一先一后，亮出的是投资水平与投资能
力上的巨大差异。

对于国内各类机构来说，不管挑战多大，
也应该尽快向“聪明资金”看齐，培养先知先觉
能力。

最后，以北向资金为代表的“聪明资金”一
旦认为机遇来临，拿出的肯定是高举高打又动
如脱兔的气势。“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这句话
源自《孙子·九地》，一般是指军队未行动时，像
未出嫁的姑娘那样沉静、持重，一旦行动起来
就像飞跑的兔子那样敏捷、迅速。它被人们演
绎出了更多不同的意思，但笔者认为还是形容
冷静分析、随机应变能力更恰当一些。“静若处
子”是判断力和冷静思考的综合，而“动如脱
兔”则考验了快速决断能力和执行力。

农历“虎”年还未结束，“兔”年还要等几日
才“上班”。但北向资金却提前以“动如脱兔”
的气势大举加仓A股，充分显示出外资对中国
资本市场后势积极看好的鲜明态度，以及做
多、加仓中国资产的智慧、勇气，值得我们国内
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认真反思与学习。

北向资金频频“开口说话”启迪了我们什么？
中国服饰品牌现状调查：
全球化瓶颈亟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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