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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艺融

今年以来，南向资金持续加仓
港股。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0
日收盘，年内南向资金已净流入港
股市场5155.69亿港元。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1日港股
重阳节休市，北向、南向交易关闭。
10月8日至10日，仅三个交易日，南
向资金累计成交约5942.43亿港元，
日均成交1980.81亿港元，较节前一
周接近翻倍；区间净流入119.84亿
港元，日均净买入39.95亿港元，也
呈现大幅增长趋势。

公用事业等板块受青睐

互联互通机制下，内地投资者
成 为 港 股 市 场 的 重 要 参 与 者 。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0日，港
股通标的里，南向资金合计持有
6714.23亿股，占标的股总股本的比
例 达 14.72% ，合 计 持 股 市 值
61020.19亿港元，占标的股总市值
的比例为10.76%。

今年以来，南向资金净流入额
整体呈增加趋势。从上半年来看，
1月份至6月份，净流入额分别为
226.67 亿 港 元 、245.26 亿 港 元 、
859.49 亿 港 元 、803.60 亿 港 元 、
702.89亿港元、876.46亿港元。

进入下半年后，南向资金净流
入有所放缓。7月份至9月份，南向
资金净流入额分别为479.46亿港
元、418.75亿港元、423.26亿港元。

不过，国庆节后，10月8日至10
日的3个交易日内，南向资金净流入
119.84亿港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0日
收盘，南向资金持股比例最高的是

马可数字科技，最新持有6.91亿股，
占 港 股 已 发 行 股 份 的 比 例 为
74.13%，其次是京基金融国际、凯盛
新 能 ，持 股 占 比 分 别 为 72.58%、
66.99%。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阿里巴
巴—W、香港交易所、中国平安、快
手—W、药明生物等在内的行业龙
头备受南向资金青睐。以阿里巴
巴—W为例，截至10月10日，南向资
金持有阿里巴巴—W5.48亿股，持股
市值579.69亿港元，较上个交易日
增加50.18亿港元，持股数量占发行
股的2.85%。

从行业来看，过去三个月，零
售、软件与服务、公用事业等板块获
南向资金青睐，净买入额分别达到
351.79 亿 港 元 、114.57 亿 港 元 、
106.62亿港元。

从持有市值来看，截至10月10
日，年内南向资金对银行股板块持
有市值规模最大。其中，南向资金
对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汇丰控股
的持股规模居前，持股市值分别为
1408.25亿 港 元 、1255.83亿 港 元 、
1039.43亿港元。

此外，年内新纳入港股通的多
只次新股，迅速获得南向资金关注，
股价表现较好。以巨星传奇为例，
自3月4日被纳入港股通以来，公司
股价涨幅超过30%。数据显示，截
至10月10日，南向资金对巨星传奇
的持股市值约2.34亿港元，持股比
例已达到5.09%。

港股流动性有所改善

在南向资金的加持下，港股市
场流动性已有所改善。Wind数据
显示，10月1日至10月10日期间，港

股区间日均成交额达到3074.55亿
港元。而此前8月份日均成交额仅
955亿港元。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家机构
纷纷表示，对港股持乐观态度。海
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荀玉根认为，本轮港股开启反弹的
重要基础是过去四年港股跌得多、
估值低。9月上旬港股上涨的重要
诱因是美联储降息对港股流动性的
支撑。同时，港股中报相对强劲的
业绩表现是支撑港股更优表现的核

心动力。流动性环境改善只是港股
上涨的重要背景，核心还是看基本
面，港股上市公司相对更优的业绩
是港股率先上涨的核心动力。

加之近期一系列存量和增量政
策逐步出台落地，投资者信心得到
提振，助推港股加速上涨。“未来国
内政策组合拳发力，叠加海外流动
性持续改善，或支撑港股继续上
行。未来看，若海内外积极因素持
续验证，或支撑港股继续上涨。”荀
玉根表示。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董事总
经理、首席资产研究官戴康认为，港
股行情分为三个阶段，事件驱动风
险溢价下降阶段、价值重估阶段和
盈利兑现阶段。而前期港股的大
涨，反映一揽子政策打头阵后市场
看多情绪高涨，符合牛市二阶段特
征。按历史经验看，港股大级别的
持续行情有赖于盈利兑现，如恒指
EPS持续且显著的上修。港股目前
仍处于盈利蓄势期，三阶段盈利兑
现行情的前景尚未明朗。

南向资金持续入场 为港股注入更多流动性
本报记者 田 鹏

近日，首批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项目正式结束公示，迈入CCER项目登记流程
的第三步——“项目审定”阶段。根据《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
定，CCER登记共分为八个步骤，后续剩余步
骤总计需要至少 50 个工作日完成。这意味
着，首批 CCER 项目或有可能赶上今年年底
交易。

据悉，CCER交易是指控排企业向实施“碳
抵消”活动的企业购买可用于抵消自身碳排的
核证量，与CEA（碳排放配额）交易互为补充，
共同构成我国完整的碳交易体系。

事实上，早在 2012 年我国便启动建设
CCER体系，随后于 2014年开始备案，2015年
正式启动交易机制。后由于交易量较小、个别
项目不规范等原因，CCER于 2017年 3月份起
暂停备案。

但也由于CCER的缺席，导致了我国碳排
放权益的流动性有所降低，市场活跃度和市场
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随之下降。在此背景下，监
管开始围绕相关管理办法、减排量核算方法、
项目审定和交易注册登记机构建设等方面进
行完善，并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
CCER启动仪式。

而后，随着首批37个CCER项目于2024年
9月份正式挂网公示，标志着我国CCER市场
真正意义上的重启。据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注册登记系统及信息平台显示，首批CCER
项目涵盖了21个海上风电项目、5个光热发电
项目、9个造林碳汇项目、2个红树林营造项目，
计划减排量超过7000万吨。

其中，计划减排量最大的项目是福能海峡
公司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C区496兆瓦海上风
电项目，年减排量约 846357吨；最小的项目是
福建省霞浦县盐田乡和长春镇红树林植被修
复项目，年减排量约1085吨。

近日，首批CCER项目正式结束公示。结
果显示，上述 37个项目中的 36个顺利结束公
示，1个项目申请撤回公示（中广核汕尾甲子二
期 4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预计年均减排量
659382吨）。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公示的项目之后需要
进行第三步项目审定，第四步项目登记申请
（15个工作日内），第五步项目减排量核算，第
六步减排量公示（20个工作日），第七步减排量
核查，第八步减排量登记申请（15 个工作日
内）。顺利走完流程后，有望在今年 12月份顺
利签发并赶上年底交易。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CCER项目参与
交易将促进碳交易价格合理化、碳交易规模扩
大化、碳交易质量提升化。同时，CCER消除了
地域和行业的差异。一旦签发为 CCER减排
量，就不再体现地域和行业的差异，是同质的
等价的碳资产，含金量高，有利于吸引企业自
觉自愿地进入CCER交易市场，从而进一步丰
富我国碳交易市场，优化碳交易资源结构，提
高碳交易水准。

据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
及信息平台显示，除已结束公示的首批项目
外，目前，还有内蒙古大杨树林业有限责任公
司造林碳汇项目、黑龙江省林口林业局重点生
态功能区造林项目、明阳阳江青洲四 500MW
海上风电项目等 6个项目正在公示中，计划减
排量102.76万吨。

展望未来，谈及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到
CCER 交易当中，宋向清认为，首先，企业应
充分认识到 CCER 对于企业减排的重要性，
尽快熟悉 CCER 碳交易机制。其次，要积极
融入 CCER 交易市场，利用其相对于配额而
言更高的价格优势，降低企业的履约成本，
提高整个碳市场的履约能力。同时，借力
CCER 为 企 业 拓 宽 绿 色 融 资 渠 道 。 由 于
CCER 可以作为质押物参与信托等金融活
动，也可以作为金融资产进行交易，因此，企
业可以借机扩大融资质押物范围和价值，以
争取更多的融资空间。

首批CCER项目结束公示
“冲刺”年内交易

本报记者 李乔宇

政策支持下，我国资本市场并
购重组正进入活跃期。据北京上市
公司协会（以下简称“北上协”）统
计，今年以来，至少有78家上市公司
披露并购重组计划，包括中国船舶
吸收合并中国重工、国泰君安吸收
合并海通证券、国联证券吸收合并
民生证券、国信证券吸收合并万和
证券等。

在此背景下，北上协举办“并
购重组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调
研座谈活动，组织会员单位走进北
新建材、中国海防以及用友网络等
3家有过并购重组成功经验的上市
公司。该活动由北京证监局指导、
北上协主办，北京上市公司的董事
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相关代
表，投研机构代表以及北上协秘书
处专职工作人员等140余人参加了
活动。

北上协秘书长李洪海表示，作为
资本市场的活力源泉，并购重组对于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价值发现、
提升经营效率具有不可估量的作
用。北上协举办调研座谈活动，意在
深入探讨在新形势下，上市公司如何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政策优势，运用并
购重组手段，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探索“1+1＞2”效应

北新建材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1979年。彼时，北新建材的前身北京
新型建筑材料实验厂正式成立。历
经四十余年的发展，如今的北新建材
已成为世界500强中国建材集团绿色
建筑新材料产业平台。

如今的成绩，离不开北新建材一
系列审时度势的资本运作。多年来，
北新建材通过多轮战略性并购重组，
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联合
重组，公司的石膏板产能跃居全球第
一，目前石膏板的产能超过35亿平方
米；在防水业务上，公司的防水业务规
模从0元到2023年约40亿元，进入了行
业前三；通过三次收购，公司涂料业务
的产能跃升至130万吨以上。”北新建
材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中表示。

2023年，北新建材宣布，以40.74
亿元的价格受让嘉宝莉78.34%股
权。这一交易不仅增强了北新建材
在涂料领域的竞争力，还标志着其在

“一体两翼”战略布局上的又一重要
步骤。谈及此次联合重组，上述负责
人称，北新建材目前已成为嘉宝莉的
实际控制人，形成了顺畅合理的管理
架构，在发挥嘉宝莉原有优势的同

时，达到了“1+1＞2”的管理效果。
此外，跟随此次调研活动，《证

券日报》记者走进上市公司中国海
防旗下的两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连云港杰瑞电子有
限公司以及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
公司，深入了解公司运动控制、智慧
城市、LNG储运装卸等高端智能产业
发展情况。

通过调研记者了解到，并购重组
是中国海防不断完善升级公司产业
链、大幅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密码。中国海防先后通过两次重大
资产重组，注入集团公司旗下军工科
研院所和企业的电子防务装备、电子
信息产业的优质资产。目前，中国海
防已发展成为国内水下电子信息装
备龙头上市公司，在民用电子信息产
业多个领域中亦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用友网络亦是通过并购增强自
身实力的典型案例。在此次调研活
动中，用友网络在数智企业体验馆和
用友产业园，展示了其使用大数据及
人工智能赋能企业数智化转型的科
技成果及实践案例。

在用友网络的发展历程中，公司
进行了多次并购活动，以拓展业务范
围、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实现战略布
局。2010年，用友斥资4.91亿元收购
英孚思为，创下了当时国内管理软件

行业并购金额的最高纪录。通过此
次收购，用友网络一举进入汽车行业
应用软件市场，抓住了中国汽车工业
高速发展的机遇。

谈及用友网络并购的历程，李洪
海点评称，用友网络首先以满足业务
发展的战略需求为主，强调与用友的
战略相关性、产品和技术领先性等，
同时兼顾资本和财务回报的要求；从
投资方向和实践来看，关注企业服务
相关领域；从实践结果来看，实现了
双向赋能的战略目标。

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为增进上市公司对于并购重组
的理解，北上协还邀请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负责人向与会来宾分享并购
重组的最新政策动向和监管要求，并
列举实际案例加以说明，将复杂的法
律条文深入浅出地讲解出来。博星
宝鼎、东方财富证券、中信证券亦以
并购重组为主题，分别从并购重组与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并购重组与市
值管理以及新规出台背景下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交易展望三个角度发表
演讲。

多位参与活动的上市公司代表表
示，通过调研座谈活动，上市公司能够
更加深入地理解并购重组信息披露监

管政策，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效率，
为并购重组的成功实施奠定坚实基
础。同时，这也有助于提升整个资本
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为投资者创
造一个更加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

李洪海表示，此次北上协组织北
京上市公司走进多家不同行业、不同
领域、不同类别的上市公司，鼓励相关
上市公司学习借鉴其在资本市场和战
略并购重组方面的卓越成就和经验做
法，希望能够通过系列活动助推各上
市公司发挥好企业并购重组的关键作
用，助力产业整合和提质增效。

除调研座谈形式外，北上协还围
绕并购重组主题，以多样化的形式开
展相关培训。此前的8月29日，北上
协通过网络培训系统线上组织开展
了北京上市公司2024年度第八期董
事监事专题培训。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司二级主任科员杨丹以及
中关村大河并购重组研究院院长王
雪松分别就“深入贯彻落实新‘国九
条’，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
升投资价值”以及“并购重组交易方
案解析”进行了分享。

据北上协方面透露，今年，北上
协将围绕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为北
京上市公司提供更多元化、更具深度
的学习交流机会，增进彼此了解，共
同推动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并购重组激发市场活力 北上协专题调研座谈活动顺利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