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聚焦0303 2024年1月26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陈 炜 责 编：张 博 制 作：董春云

本报记者 杨 洁

近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发
布了 2023年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
展成绩单。2023年，交易商协会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产品
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全年
支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8.9 万亿
元，存量规模达14.5万亿元。

交易商协会积极服务“三大工
程”建设和重点领域融资，其中，在

“三大工程”方面，整合既有保障性
安居工程、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政策
性住房专项债务融资工具，新增覆
盖“平急两用”设施，升级推出“三
大工程”建设债务融资工具，助力
补齐民生短板、推进房地产转型、
扩大有效投资。2023年全年“三大

工程”建设债务融资工具共发行
526亿元。在重点领域方面，交易
商协会 2023年全年支持发行能源
保供特别债 815亿元，助力缓解中
央发电企业投融资压力，保障国家
能源电力供应安全。此外，截至
2023年末，累计支持发行乡村振兴
票据 1989亿元，其中 918亿元用于
乡村振兴领域。

2023年，交易商协会优化机制
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开
辟民营企业“绿色通道”，去年全
年，民营企业（含无实际控制人）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近5700亿元，同比
增长 4%。民营企业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平均注册时长较上年减少 15
个工作日，注册效率提高 25%。银
行间市场全年创设 117.1亿元信用
风险缓释凭证（CRMW）支持民企债

券发行，同比增长139%。
此外，交易商协会继续发挥民

企融资“第二支箭”作用，助力民营
企业融资，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
资需求，保持房企债券融资稳定。
在“第二支箭”带动下，全年支持民
营房企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354 亿
元，支持房企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2716亿元，发行规模保持稳定。

过去一年，交易商协会加强对
科技、绿色、普惠等领域的金融支
持。一是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
科技创新体系注入新动能。2023
年7月份，交易商协会创新推出“混
合型科创票据”，填补债券市场混
合性资金缺口，全年支持12家企业
发行 53亿元。推动主体类及用途
类科创票据发展，全年发行4055亿
元，惠及信息技术、材料化工、医疗

保健等上百家科创领域企业。二
是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推动完善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三是做好普
惠金融大文章。在证券化产品助
力盘活存量方面，全年资产支持票
据（ABN）、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
CP）合计发行 3220亿元，支持 2000
多家民营小微企业实现融资。

2023年以来，交易商协会顺应
市场需求，继续推动熊猫债机制优
化，熊猫债市场制度型开放成效明
显。2023年全年经交易商协会注
册发行熊猫债1335亿元，同比增长
65.8%。首次发行人显著增加，募
集资金 70%用于境内，长期限品种
占比 58.3%，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
支持国内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此
外，定价配售机制试点落地，推动
熊猫债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展示，

提升投融资两端国际影响力。
在推动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2023年，交易商协会丰
富监测处置手段，加强重点领域风
险防范，助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
范化解。积极夯实自律规则体系，
强化市场各方归位尽责。进一步
规范市场承销发行规范，深入开展
交易自律管理，消除市场自律管理
盲区。专设部门，落实自律管理

“调审分离”，不断丰富调查手段和
路径。加大违规行为查处，督促市
场机构规范展业。

交易商协会表示，未来将继续
深耕细耘，全面加强银行间市场自
律管理，加大重点领域融资服务支
持力度，稳妥有序做好风险防范工
作，优化会员管理服务体系，全力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交易商协会推动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展
2023年支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8.9万亿元

本报记者 丁 蓉

2023年，金价攀升，黄金饰品
消费持续升温，12月份国际金价触
及历史高点后小幅回调。2024年
开年，黄金消费市场表现如何？

1月25日，《证券日报》记者来
到了国内最大黄金珠宝交易集散
地——深圳罗湖水贝市场，市场内
人头攒动，堪比春运火车站。

“春节前是每年的消费旺季，
是黄金饰品消费高峰，今年市场人
气比往年同期更高，批发商和散客
都涌进来，天气降温挡不住消费热
情，很多款式一摆上柜台就被抢
空。”水贝金座负一层某柜台销售
员李先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黄金柜台人气火爆

临近春节，深圳罗湖水贝市场
人气火热，在水贝金座、水贝壹号
大楼内，顾客摩肩接踵。

记者在水贝金座夕诺珠宝柜
台看到，这里围满了顾客，两名工
作人员甚至有些忙不过来。“今天
金价为478元/克，请先看看款式，
实在顾不上招呼，请稍微等等。”工
作人员不断向顾客解释道。

湖南益阳一黄金饰品门店的
老板刘女士来到该市场进货，她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前一段时间
自己的门店销量很好，所以特意在
节前来补货，为接下来的旺季冲销
量做准备。

水贝壹号浩然珠宝工作人员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来买的
人太多了，我们刚刚补了一批货，
但热门款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过
几天工厂停工，到时候就补不到货
了，有的款式会面临暂时性缺货。”

业内专家表示，2023年，黄金
表现较好，黄金饰品消费升温，看
好2024年金价再创新高。

中国黄金协会1月25日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黄金消
费量1089.69吨，与2022年同期相
比增长8.78%。其中，黄金首饰
706.48吨，同比增长7.97%；金条及
金币299.60吨，同比增长15.70%。

冠通期货研究咨询部周智诚
表示，国际金价自2023年12月初触
及历史高点以来，回撤约5%，这样
的回撤属于上升途中的暂时调
整。东吴证券研报也表示，2023年
黄金稳稳地站上了2000美元/盎司
的高位，看好黄金价格2024年再创
新高。

上市公司积极发力

黄金饰品消费的火热，已在相
关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中得到一
定体现。例如，周大福发布的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3个月未经审核
的主要经营数据显示，期内公司整
体零售值同比增长46.1%。

周大生发布公告称，截至2023
年12月31日，公司门店总数为5106
家，其中自营店331家，加盟店4775

家。2023年净开490家，超出全年
净增400家的目标。

黄金珠宝行业迎来量价齐升，
未来随着多场景渗透率的提升，行
业规模有望稳步扩大。多家上市
公司紧抓发展机遇，一方面不断进
行产品升级迭代，另一方面强化渠
道覆盖。

例如，潮宏基每月都会推出一

些新品，每年3月份都会联系各界时
尚意见领袖推出彩金潮流新品。另
外在重要的节日，比如情人节、母亲
节、七夕等，会有专门的应节产品系
列推出。在产品推广规划方面，公
司表示：“将持续推出更多具有品牌
印记的新品，并且针对年轻客群偏
好加强IP类新品的开发。”

周大生目前的品牌矩阵包括

周大生综合店、周大生经典店、国
家宝藏、莫奈花园、BLOVE。其
中，国家宝藏属于中国顶级文化产
业IP，公司表示：“将在2024年继续
重点推广国家宝藏系列，并会落地
国家宝藏主题店。目前已在温州
万象城开立国家宝藏主题店，开业
销售表现很好，有助于打开公司在
高端渠道的拓店空间。”

实探国内最大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深圳罗湖水贝市场：

春节临近黄金饰品销售火热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施 露

1月26日，2024年春运正式拉
开帷幕，为期40天。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司长梁
楠此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2024年春运，民航旅客运输
量预计将突破8000万人次，较2019
年增长9.8%，较2023年增长44.9%，
有望创历史新高。“为满足航空公司
做好春运运力保障，民航局近期实
施了2023年/2024年冬春航季季中
航线航班优化调整，共批复国内航
线每周合计增加3198班。”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
专家洪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年春运将呈现客流
量大幅攀升、航空运力保障显著增
强以及更加精细化的航线网络布
局的特点。

上市航司优化运力安排

近期，多家上市航司宣布加大
运力投入、优化运力安排、丰富出
行产品，瞄准春运旺季。

南方航空表示，春运期间，计
划执行航班超11.3万班；中国东航
表示，春运期间，计划投入客运飞
机783架，总飞行小时预计超33万
小时；吉祥航空春运期间将投入全

部94架飞机，执行航班约1.5万架
次，比2019年增幅超三成，其中国
内航线增幅比2019年增长约四成、
国际与地区航线执行量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春秋航空预计将
执行航班架次2万余个，旅客运输
量340余万人次，较2019年分别增
长三成、四成以上。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
肖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今年春节假期为8天，“探
亲+旅游”的“春节1+1”模式受到
旅客青睐。去哪儿数据显示，2月
11日（大年初二）出行的提前预订
量较高，接近节前高峰。往年节中
略显“冷清”的“北上广深”等大城
市，将迎来更多旅客。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南方航
空在深圳市场增投运力，重点布局
旅游、探亲市场，截至目前已完成
四批春运加班，累计加班量已达往
返1272班次。

除了布局传统的广深往返中
部、西南及华东等返乡线外，南方
航空还新开广州、北京大兴、上海、
深圳、武汉往返长白山，宁波往返
哈尔滨等航线，以满足今年火热的
冰雪游需求，在“冰雪航线”安排加
班约800班。

针对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国东
航重点对东北、西北、西南、华中等

地区进行运力增投。东航新开上
海浦东—长白山、北京大兴—佳木
斯等冰雪游热点航线，同时加大对
传统春运海南市场的增投。

民航资源网专家、李及李数据
分析公司创始人李瀚明表示：“越
来越多的南方旅客开始向往去北
方‘玩雪’。对于航司来说，往年冬
季由北向南的航线需求量较大，而
作为反向的由南向北的航线客座
率较低。航司新增‘冰雪航线’班
次，实质上是在已经成熟的、有稳
定利润的市场基础上，通过‘雪季’
进行营销，增加回程航线的营收，
在成本上变化并不大。此外，越来
越多雪场周边的酒店设施进一步
成熟，也给航司增添了销售滑雪航
线产品的信心。”

国际航线方面，春秋航空将恢
复、新增和加密64条航线，包括新
增北京至济州、上海至冲绳、大连
至曼谷等航线，国际航班数量同比
增长12.85%。南方航空将在春运
期间新开、复航北京大兴至阿拉木
图、比什凯克等多条国际航线。
2024年春运期间，吉祥航空计划执
行自上海、南京、北京、海口始发飞
往东北亚方向国际航线共计14条。

1月23日，吉祥航空使用空客
A320neo飞机执行HO1381上海浦
东至日本旭川首航航班。“该航线

也是吉祥航空在2024年春运期间
新增的首条东北亚方向国际航班，
将持续满足旅客出境冰雪旅游需
求。”吉祥航空内部人士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知名评论家、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家委员解筱
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国际航线市场逐步恢复，为
民航业带来发展机遇。从春运情
况来看，各航司加强国际航线布
局，以提升市场份额。

国内机票量价齐升

春运期间的机票预订量也在
不断攀升。吉祥航空的销售数据
显示，部分热门航线在春节前一周
的机票已几乎售罄。

去哪儿数据显示，截至1月24
日，腊月廿七至廿九（2月6日至2月
8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在
1040元左右，春节期间价格在990
元左右。

对此，肖鹏表示：“国内机票价
格比去年涨了10%以上，春节前（2
月7日、2月8日）和假期结束前（2月
16日、2月17日）机票价格较高，节
中价格相对较低。”

南方航空广西分公司市场销
售部书记陈恒向记者表示，进入春

运周期后，机票价格对比春运前将
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受旅游、探
亲、返乡等因素影响，越临近春节，
票价越贵。

“机票价格方面，春秋航空预
计2月8日至2月9日上海出港航班
价格将达最高峰，目前个别出港航
班座位已经售罄。2月12日后，上
海出港航班价格将逐步下滑，而返
程航班价格将有所攀升。”春秋旅
游副总经理周卫红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哪儿数据显示，随着国际航
班运力的快速恢复，2024年春运期
间，飞往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等地的机票价格基本回归至正
常水平。“例如，2月11日广州—曼
谷含税价格在1200元左右，2月11
日上海—大阪在1600元左右。国
际机票价格回归正常水平显著提
升了春节出境游的性价比，也将进
一步激发人们的出境游意愿。”肖
鹏表示。

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辙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经济的持续复苏，2024年民航
业将迎来进一步复苏，特别是国际
航班会进一步增加。目前原油价
格相对平稳，油价大涨的可能性不
大，因此民航业成本也会得到很好
的控制。

春运大幕开启
上市航司围绕“探亲+旅游”加大运力投入

本报记者 田 鹏

1 月 24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负责人谢
小兵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把市
值管理成效纳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引导中
央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
现，及时通过应用市场化增持、回购等手段传递信
心、稳定预期，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更好地回报投
资者。”

1月 25日，中字头个股集体大涨。Wind资讯数
据统计显示，截至 1月 25日收盘，中字头央企指数
涨幅达 6.82%。其中，中纺标、中铁装配和中信出
版分别以 30%、20.03%和 20.02%的涨幅位列涨幅榜
前三位。

“将市值管理成效纳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
核，是对央企考核体系的完善，是‘一利五率’之后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
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这
一改变将会提升企业对市场表现的关注，促使央企与
资本市场加强沟通交流，实现价值再发现，有助于推
动估值水平提升。

持续优化完善
中央企业经营指标体系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产业发展主阵地、对外融资主
渠道、体制机制创新主平台，更是资产保值增值主
力军。

近年来，为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加强经营指标引领，探索建立并持
续优化完善中央企业经营指标体系。

回看中央企业考核“指挥棒”变迁史，从 2019
年提出“两利一率”（净利润、利润总额、资产负债
率）开始，国务院国资委此后每年都对中央企业经
营指标体系进行增补完善，先后将营业收入利润率
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20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指标（2021 年）纳入考核，形成“两利四率”考核指
标体系。

2022 年，国务院国资委针对“两利四率”提出
“两增一控三提高”，即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速要
高于国民经济增速；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 65%以
内；营业收入利润率要再提高 0.1个百分点、全员劳
动生产率再提高 5%、研发经费投入要进一步提
高。

2023年初,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一利五率”考
核指标体系，主要变化体现在：利润总额增速高于
全国GDP增速；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净资产
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
业现金比率 4个指标进一步提升，新体系兼顾企业
经营效率与安全。

而此次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成效纳入中央
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则是对中央企业考核体系的进
一步完善，并将对中央企业整体质量的提升带来一系
列积极影响。

在黄文涛看来，加强中央企业市值管理，一方面，
有利于推动企业通过回购、分红等方式回报投资者；
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企业不断强化自身竞争力，做
大做强，跻身世界一流企业行列，进一步发挥中央企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建设。

谈及未来中央企业如何加强市值管理，中信证券
研究部政策组认为，从直接手段来看，未来中央企业
或可通过鼓励回购、提升现金分红比例、加强股权激
励等多重路径进一步加强市值管理。

沪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热议市值管理

事实上，围绕上述提升市值的路径，已经有部分
中央企业相继启动了一系列具体举措。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例，回
购方面，2023年，沪市共 39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披
露回购计划，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为 230.34亿元；分
红方面，2020年至 2022年，沪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常年贡献全市场近八成的分红，累计分红达 3.47万
亿元。

中国石化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文生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中国石化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上市以
来一直保持较高的现金分红水平。同时，在现金分红
的基础上，公司于2022年同步实施了A+H股份回购，
成为首家以维护公司价值、提升股东回报为目的，在
A股和H股市场同步回购并注销的大型央企控股上
市公司。

对于此次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纳入中央
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多位中央企业负责人均表
示，该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公司强化价值管理、提升
股东回报水平，并纷纷表态未来将持续提升市值管
理质效。

中国海油总法律顾问兼董事会秘书徐玉高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将坚持每年两次现金分红，持续强
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科学运用市值管理的
手段和方式，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认同，为股
东创造更大价值。

“太极集团作为医药央企上市公司，将积极响应
国务院国资委的管理要求，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公司
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同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完善法
人治理和风险管控能力，强化合规信息披露，健全高
效传导机制，增强公司透明度。”太极集团董事会秘书
蒋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交建董事会秘书周长江称，公司作为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将在组织管理市场化、主业
产业聚集化、产业投资基金化、资本运作多元化等多
方面树立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利用丰富的上市资
源，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探索股权融资路径，引入高
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有效降
低财务杠杆、减少财务费用，加强上下游产业链联
动，加速推进新兴产业及“三新”业务成长，实现高
质量发展。

市值管理成效将纳入考核
沪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积极回应

1月25日，深圳罗湖水贝市场人头攒动。 丁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