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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
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有关举措，审议通过《关于促进
即时配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研究
部署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
听取资本市场运行情况及工作考虑的汇报，讨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草案）》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修订草案）》。

会议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
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锚定建设农业
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现代农业
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多途径促进
农民收入较快增长。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大
力培养乡村人才，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
兴。要深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会议指出，近年来即时配送行业快速兴
起，在促进消费、保障民生、扩大就业等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加强鼓励引导，进
一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行业发展水平和

支撑带动能力。要督促企业守好食品安全、配
送安全等底线，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降
低企业合规经营成本。

会议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以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智
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加快重
点行业智能升级，大力发展智能产品，高水平赋
能工业制造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
础制度，更加注重投融资动态平衡，大力提升上

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
力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要加强资本市场
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打造规范透明
的市场环境。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着力
稳市场、稳信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
（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修订草
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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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 昱

近期，多地公布2023年外贸进出口“成
绩单”，其中不少地方的进出口规模创下历
史新高。

据“广东发布”公众号消息，2023年，广
东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再创历史新高，达8.3万
亿元，同比增长0.3%。总值继续稳居全国外
贸第一大省，占全国份额回升至19.9%。

作为京津冀发展核心的北京地区，2023
年也交出一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据北
京海关统计，2023年，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
3.65万亿元，同比增长0.3％，高于全国增速
0.1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第三年突破3
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另据上海海关统计，2023年上海市进出
口总值4.21万亿元，亦创历史新高。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地公布
的外贸进出口数据表明，我国外贸韧性和活

力在逐渐增强。此外，这也说明一系列稳外
贸政策措施显效，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支持。

从全国数据看，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达到41.76万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出
口23.77万亿元，增长0.6%；进口17.99万亿
元，下降0.3%。外贸运行总体平稳，四季度
向好态势明显。

从趋势上看，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1月
1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
进出口规模逐季抬升，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
强。一季度为9.69万亿元，二、三、四季度都在
10万亿元以上。到第四季度又是一个月比一
个月强，同比分别增长0.8%、1.3%、2.8%，12
月份达到3.81万亿元，创下月度规模新高。

多地在外贸进出口总值创下新高的同
时，出口动能也展现出丰富活跃的特征。比
如，从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
电池“新三样”的出口情况看，广东省“新三
样”出口合计增长33.7%；北京地区的电动载
人汽车出口18.1亿元，同比增长12.7%，同期，

汽车零配件出口170.2亿元，同比增长19.6%。
从全国情况看，2023年我国“新三样”产

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29.9%，出口动能体现了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迈进。

对于今年的外贸进出口形势，巨丰投顾
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预计，随着海外货币紧缩政策转
向，国内稳增长政策发力之下，2024年我国
进出口有望温和复苏。其中，从进口角度
看，在国内需求提升下，随着后续企业备货
和生产的加快，有望带动进口进一步回升。

“预计今年进出口趋势能够实现稳定增
长。”田利辉表示，支撑因素包括全球市场需
求增加、我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
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以及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等。此外，我国还将继
续采取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也将为外
贸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环境和更加完
善的服务体系，进一步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多地2023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
专家预计今年外贸有望实现稳定增长

邢 萌

1月22日，再现大资金逆势“抄底”宽基
ETF。Wind数据显示，1月22日，宽基ETF延续
资金净流入趋势，单日净买入额逾170亿元。

事实上，最近一周多来（1月15日至22日），
股票型ETF成交颇为活跃，宽基ETF资金净流入
约750亿元，其中，易方达沪深300ETF、华泰柏瑞
沪深300ETF资金净流入规模均在200亿元左右，
还有2只沪深300ETF和1只上证50ETF均获100
亿元以上资金净买入。联系到最近一段时间，A
股三大指数震荡下行，资金大举逆势买入宽基
ETF，体现了对中国优质资产价值的认可，也是
对股市阶段性底部的再确认，还有望带动市场
情绪回暖，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

首先，经济回升向好，投资信心和底气增
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数据显示，去年国内生产总值126.06万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22年增长5.2%，在世
界主要经济体中居前。同时，近期多个国际机
构纷纷上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另外，

2023年出台的增发国债、减税降费、降准降息
等政策效应将在今年持续释放，宏观政策显效
发力，进一步推动经济加速恢复向好。

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提升了市场预期与信
心。在此背景下，大资金择机“抄底”宽基ETF，

“一键”布局中国优质资产，既体现出机构投资者
信心增强，也表达了对我国经济前景的看好。

其次，A股市场估值探底，中长期配置价值
凸显。以沪深300指数为代表的宽基指数，覆
盖范围广、稳定性高、流动性强，能够较好反映
A股整体表现。而且，沪深300指数等宽基指数
的投资者以机构为主，从历史数据来看，机构
往往对ETF逆向布局。从估值来看，A股市场
目前处于历史底部区域，长期看已具备较高的
投资价值。此时大资金“抄底”宽基ETF，更是
对A股估值见底的再确认，抓住逆势布局的窗
口期，有助于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最后，增量资金持续加码，有望为A股向上
提供支撑。种种迹象显示，今年以来增量资金
正在通过宽基ETF加速进场。招商策略研报提
出，开年三周跟踪沪深300指数和上证50指数

的ETF估算分别净流入555亿元和61亿元，成为
A股的主力增量资金。对比可见，最近一周多
来，增量资金净流入速度明显加快，长期来看
有望打开A股向上空间。此外，随着2023年业
绩预喜公司增多，也将吸引更多秉承价值投资
理念的中长期资金。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措施
渐次落地，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
场。证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社保
基金、公募基金、保险资金、年金基金等各类专
业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A股流通市值15.9万亿
元，持股占比达23%，已成为促进资本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中长期资金的不断引入，将为资本市
场注入更多“压舱石”资金，进一步增强市场稳
定性、提升市场活力、修复市场信心，引导资金
流向国家战略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助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资金“抄底”宽基ETF释放出什么信号？

本报记者 郭冀川

1月22日，国家能源局官网发布《2024年能
源监管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
提出九方面二十七项工作措施。

为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要点》制定了
并网、电源利用、绿电交易等多项工作措施。

在保障新能源和新型主体接入电网方面，
《要点》提出，监管电网企业公平无歧视地向新能
源项目提供接网服务，开展分布式光伏备案接网
推进情况专项监管，重点跟踪分布式光伏备案、
并网、交易、结算等情况。指导电网企业进一步
优化并网流程、提高并网时效，推动“沙戈荒”风
光基地、分布式电源、储能、充电桩等接入电网。

在提升调节性电源利用水平方面，《要点》
明确，加强电力系统调节性电源常态化监管，
采取信息化手段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并开展现
场检查和督办整改，切实发挥调节性电源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的作用。强化政策引导和规范
市场，建立合理的电价和补偿机制，激励调节
性电源的建设和运用。加强电力系统调度运
行和市场交易监管，确保调节性电源根据实际
需求灵活调节，进一步提升利用水平。

为健全完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要点》提
出，研究出台电力辅助服务基本规则，规范辅
助服务功能品种，加快推进调频、备用等辅助
服务市场建设，不断引导虚拟电厂、新型储能
等新型主体参与系统调节。完善辅助服务品
种设置流程和价格形成机制，推动辅助服务成
本向用户侧合理疏导，进一步调动灵活调节资
源主动参与系统调节积极性。

在有序推进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方面，
《要点》提出，加强市场机制创新，逐步扩大新
能源市场化交易比例，实现新能源发展与市场
建设协调推进，更好发挥市场促进消纳作用。
建立健全绿色电力交易机制，研究出台绿电交
易有关规定，逐步扩大绿电交易规模，着力解
决企业购买绿电需求量大、绿电跨省跨区交易
难等问题。加快推进绿电、绿证市场建设，培
育绿色电力消费市场。

为系统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要点》强调，编制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
划，厘清多层次电力市场功能定位，做好各品
种之间有效衔接，形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1+
N”基础规则体系。研究建立电力市场运行评
价体系，组织开展省（区、市）电力市场建设综
合示范，推动电力市场一体化设计。深化南方
区域电力市场机制，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电力
市场建设，推动华中等区域电力市场方案研
究，完善跨省跨区市场交易机制，实现多层次
市场协同运行。

国家能源局：逐步扩大
新能源市场化交易比例

本报记者 杨 洁

A股上市银行2023年度业绩快报陆续披露
中。截至1月22日21时，已有杭州银行、招商银
行、长沙银行、齐鲁银行、中信银行等5家银行发
布业绩快报，率先晒出2023年年度成绩单。

总体来看，2023年在银行业净息差下行的环
境下，5家银行全年经营情况保持平稳，不良贷款
率较2022年末有所改善，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3家城商行营收表现良好

1月12日晚间，杭州银行发布2023年度业绩
快报，这也是A股上市银行首份2023年度业绩快
报。1月19日，招商银行发布2023年度业绩快
报，也是首份股份制银行业绩快报。同日晚间，
长沙银行、齐鲁银行也相继发布业绩快报。1月
22日晚间，中信银行发布业绩快报。

从当前5家银行营业收入来看，3家城商行
去年营业收入普遍表现较好，均实现同比正增
长。具体来看，杭州银行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350.16亿元，同比增长6.33%。长沙银行2023年
实现营业收入248.03亿元，同比增长8.46%。齐
鲁银行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19.52亿元，同比增
长8.03%。此外，招商银行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3391.23亿元，同比下降1.64%；中信银行2023年
实现营业收入2058.96亿元，同比下降2.60%。

在归母净利润方面，5家银行2023年均实现同
比增长，其中，杭州银行、齐鲁银行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速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为23.15%和18.02%。

拨备覆盖率“三增两降”

5家银行2023年经营情况总体良好的同时，
资产质量也稳步改善，稳中向好。

具体来看，截至2023年末，招商银行、杭州
银行、长沙银行等3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较2022
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分别为0.95%、0.76%、
1.15%。中信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8%，比2022
年末下降0.09个百分点。齐鲁银行不良贷款率
为1.26%，较2022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在拨备覆盖率方面，5家银行“三增两降”。截
至2023年末，中信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07.59%，比
2022年年末上升6.40个百分点；长沙银行拨备覆盖
率为314.21%，较2023年年初上升3.12个百分点；
齐鲁银行拨备覆盖率为303.58%，较2023年年初提
高22.52个百分点。杭州银行拨备覆盖率为
561.42%，招商银行拨备覆盖率为437.70%，分别较
2022年年末下降3.68个百分点、13.09个百分点。

当前，A股上市银行2023年年报披露时间表
已敲定，首份2023年年报（平安银行）将于3月15
日披露。从年报预约披露日期来看，3月份及4月
份将各有21家银行披露2023年年报。

展望上市银行2023年年报整体情况，国盛
证券研报表示，综合来看，由于2023年四季度经
济仍处缓慢修复阶段、财富管理需求偏弱、银行
减费让利等因素，预计多数上市银行全年业绩
增速环比仍会略有下滑。但考虑到2022年第四
季度债市波动影响下，银行其他非息收入(主要
是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下滑较多形成
同比低基数，且2023年以来国债收益率整体呈
下降态势，其中，2023年第四季度十年期国债利
率下降0.12个百分点至2.56%，预计将对银行全
年收入增速形成一定支撑。

5家A股上市银行
披露2023年业绩快报
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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