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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24日电（记者韩
墨 刘恺）当地时间 10月 24日上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
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
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
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
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
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

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
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
担当。

——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
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
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
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
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我们要推动乌克
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
路。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

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
——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我们要做共

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
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 3年来，已经动员近
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
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
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
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

——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我们要做

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方将牵头成
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
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
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
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无论
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
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
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埃及总统塞西、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
西、印度、阿联酋、沙特、埃塞俄比亚代表，25位
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等6位国际组
织负责人出席。

23日晚，习近平出席普京为金砖国家及嘉
宾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张 歆 苏向杲

进入四季度，我国经济的年度表现，以及
如何分解达成全年预期增长目标成为各方关
注的焦点。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也着重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

保持合理增速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
要。党的二十大以来，政策层面频频强调“推
动 经 济 实 现 质 的 有 效 提 升 和 量 的 合 理 增
长”。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亦表
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需要保持合理的经
济增速，带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此外，经
济合理增长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
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主要预期目
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从序时进
度来看，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8%，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基本符合预期目标。当前，
第四季度经济增速成为决定全年经济增速的
关键一环。

笔者认为，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持
续发力显效，第四季度宏观经济的活力和动
力有望进一步释放，助力消费、投资、出口这
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稳步前进，进而
支撑全年预期增长目标的顺利达成。

首先，消费有望继续“挑大梁”稳经济。
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 49.9%，拉动 GDP 增长 2.4 个
百分点。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扩大消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进入四季度，
多类促消费政策加力推出，有望继续激发消
费潜力，促进消费发挥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
的基础性作用。

一方面，四季度以来各地区加力促消费，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持
续释放。此外，“双十一”等电商促销活动的
开展，也能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事实上，中
国经济结构中供给侧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能
够第一时间在政策和市场之间找到连接点，
并进化成产能；而需求侧，消费者对于创新事
物的接受力非常强，这为创新产能到创新消
费的快速转化夯实了基础。

另一方面，近期发布的一揽子稳增长政
策也有利于促消费。其中，LPR（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与存量房贷利率的下调减轻了居民
债务负担，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从更宏观
视角来看，稳股市、稳楼市的相关政策也有利
于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

其次，政府投资有望接续牵引有效投资。
今年前三季度投资平稳增长，资本形成

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6.3%，拉动GDP增

长1.3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投资尤其是重大项目投资在

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客观
来看，年内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所下行并拖累
部分指标的表现，但随着宏观政策效应持续
释放，“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
安全能力建设）建设加快落地，大规模设备更
新扎实推进，有效支撑了投资规模的稳定。

笔者曾读到过一个有趣的比喻——重大
项目就像是芝麻烧饼的饼，而其衍生市场需
求则像是数不清的芝麻，彼此需要且能够组
合成可咸可甜的美味。

进入四季度，政府投资有望接续发力带
动投资。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
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
部长蓝佛安也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今
年实际可用于增加政府投资的资金规模较去
年大幅度增加。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也于近日提到，还将有一批增量政策
措施继续出台实施，包括最大限度扩大专项
债券投向领域。这些举措将持续发挥政府债
券牵引作用，带动有效投资，有力拉动投资
增长。

第三，出口有望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韧
性。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 23.8%，拉动 GDP 增长 1.1 个
百分点。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的禀赋，兼具“颜值
与研值”的中国产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
占据重要位置，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重
要体现。进入四季度，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
策，包括减税降费、金融支持和创新激励等政
策，有望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发
展活力，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
出口。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为代
表的经济新动能仍保持较强国际竞争力，有
望继续拉动出口。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
足之力。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经济结构
的调整转型，政策层面及时加强调控并强调
宏观政策一致性，使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
间。当前，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持续汇
聚累积，这些有利因素将不断推动经济向上、
结构向优、发展向好，努力支撑今年预期经济
增长目标的达成。

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达成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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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蓉

Wind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4日记者发
稿，年内已有 2018 家 A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
份回购，累计回购金额达 1485.60亿元，较去
年同期 627.62 亿元的累计回购金额增长
1.3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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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
明上市公司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历史上，回购金额的大幅增
长往往与市场底部形成有关，因为上市公司
通常会在认为股价被低估时进行回购，以提
高每股收益和回报股东，考虑到当前的增长
趋势和政策支持，预计全年回购金额会维持
在较高水平。”

367家公司回购均超亿元

今年以来，不少上市公司实施了大手
笔回购。数据显示，上述 2018 家公司中，
回购超过 1亿元的公司达 367家。其中，药
明康德以回购金额 30.00亿元居首位；海康
威视、通威股份、三安光电、宁德时代、顺丰
控股、宝钢股份、凯莱英、和邦生物、九安医
疗、韦尔股份等 10 家公司的回购金额超
10.00亿元。

进入 10月份，上市公司回购热度不减。
10月1日至24日，共有459家公司实施回购，
期间累计回购金额 79.56亿元。其中，方大
炭素、温氏股份、卡倍亿、伊利股份、通威股
份、阳光电源、顺丰控股、航民股份、长信科
技、德尔未来回购金额靠前，分别为 6.01亿
元、2.64 亿元、2.27 亿元、2.07 亿元、2.03 亿
元、2.00 亿元、1.95 亿元、1.51 亿元、1.50 亿
元、1.44亿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月下旬
大盘经过一波快速上升之后，一些上市公司
的股价出现了 30%以上的涨幅，但仍然没能

阻挡众多上市公司在 10月份实施回购的步
伐。这也说明虽然经过了一波上涨，但是上
市公司管理层认为股票价格仍低于其内在
价值，因此实施了回购。”

回购增持贷款持续落地

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设立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首
期 3000 亿元回购增持再贷款进入落地阶
段。市场对这一政策反应迅速，多家上市公

司快速响应。
继首批中国石化、招商蛇口、中远海

控、威迈斯、温氏股份等 23 家上市公司公
告回购增持贷款进展后，10 月 24 日，恒逸
石化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分支机构签署了《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不超过 1.32 亿
元，借款利率不超过 1.75%，借款用途为回
购公司股票，借款期限为 3年。同日，北京
利尔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出具的《中国光大
银行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光大银行北京

分行将为公司提供不超过 1.2亿元的贷款，
专项用于支持公司回购股票，期限为一年，
可视情况展期。

“回购增持贷款降低了上市公司回购股
票的财务压力，使得更多公司有能力进行回
购。未来，将会有更多上市公司有意愿跟
进，回购增持贷款落地案例也会越来越多。”
田利辉表示。

“这一政策传递出积极信号，有利于提
振投资者信心，推动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
表示。

年内逾两千家公司合计回购金额1485.6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1.3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