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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钰

投资在稳增长、调结构、育动能、惠民生、
防风险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何让投资
效益“涨”声不断，成为投资者的热切期盼，也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必答题。

2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月
14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举办全国发
展改革系统投融资工作培训，旨在更好激发社
会资本投资活力，推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
资内生增长机制。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
高投资效益”“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以政
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那么，如何让投资
效益“涨”起来，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首先，要以企业为主，政府引导。政府投
资持续发力，能发挥带动放大作用。从数据来
看，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项目完成投资
超1.3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项目完
成投资超3.6万亿元，政府投资起到了“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在1月
3日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
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所说，高效益用好政府投
资。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优化支
持范围，聚焦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
域项目，持续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

其次，要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
创新活力。去年，有关部门积极向民间资本推

荐项目，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核电等重大项
目建设，发行基础设施REITs（基础设施领域不
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28个，实施PPP（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734个、涉及总投
资超过1.5万亿元。

今年要持续高水平调动社会投资。完善民
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滚动接
续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
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将筛选重点民间投资
项目深化投贷联动合作，推动更多PPP新机制项
目落地实施，更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REITs市场
扩围扩容，通过这些举措，持续帮助民营企业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其他发展中的问题。

再次，要创新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
道。要大力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投

资项目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优化金融资
源配置，更好服务投资兴业。

最后，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助力投资
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
和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
同工作机制。只有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
力，才能让投资效益最大化。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投资效益“涨”声不
断，是经济发展的强音，也是各方奋斗的目
标。唯有通过政策精准引导、市场高效配置等
协同发力，才能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奏
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乐章。

多措并举 让投资效益“涨”声不断

本报记者 刘 萌

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商务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方案》从有序扩大自
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
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等四方面提出20条举措。

在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方面，《方案》提出，扩
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落实全面
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要求，优化国家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推动生物医药
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等。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
长肖本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方案》注重通
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其中，研究制定文化
领域自主开放实施方案引人注意；此外，在扩大
开放的同时注重为外资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包括
对相关领域外商洽谈项目开展“专班式”跟踪服
务，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推动项目尽早落地等。

具体到“鼓励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
《方案》明确，抓好《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
略投资管理办法》落实，制定发布实施战略投
资的操作指引，加大对上市公司、境外基金和
投资机构等的宣介力度，引导更多优质外资长
期投资我国上市公司。

“提高投资促进水平”是《方案》的重点，20条
举措中有8条事关此方面。《方案》提出，持续打造

“投资中国”品牌。针对主要投资来源地不同特
点，研究制定差异化引资目标和策略，与双边经
贸联委会（混委会）机制密切配合，全面激活双边
投资促进工作组机制，加大项目撮合对接力度。

同时，加大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支持力
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外资企业的国
民待遇落实到位。研究制定鼓励外资企业境
内再投资政策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在华所获利
润更多用于再投资。开展外资企业境内投资
信息报告试点。

《方案》明确，在外商投资法框架下，修订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
外资并购规则和并购交易程序，完善并购管理
范围，降低跨境换股门槛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
员宋思源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方案》主要
有三大亮点。首先，内容全面系统、务实可行，
全方位、系统性地提出了稳外资的具体行动内
容，给出了稳外资的“实招”。其次，《方案》与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具
有很强的接续性，除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外，更
是由“提升对外商投资吸引力”升级为“提高投
资促进水平”，体现了我国吸引外资、留住外
资、发展外资的决心。再次，《方案》更加强调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的作用发
挥，设置专章提出增
强开放平台效能，鼓
励开放平台在国际
投资合作中加紧先

行先试，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实现制度型
开放。

对于2025年稳外资要做好哪些工作，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
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5
年，要在“扩大开放、提升服务、优化环境”三大
方向上做文章，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稳外资
工作格局。第一，有序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
服务业开放试点，并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
限制的全面取消，以实际行动展示开放决心；
第二，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打造“投资中国”品
牌，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再投资，以增强外资企
业在华发展的信心和动力；第三，提升贸易便
利化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营造更加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发布

引导更多优质外资长期投资我国上市公司

本报记者 吴晓璐

今年以来，定增市场进一步回暖。据
Wind数据统计，截至 2月 19日，年内A股公
司发布 32单定增预案，同比增长 28%。其
中，17单定增用于融资收购其他资产，占比
53.13%。

自去年 9月底《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并购六
条”）发布以来，并购重组市场活力进一步激
发，通过定增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项目明显
增多。

深圳大象投资控股集团总裁周力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今年定增市场有望进一步回
暖；同时，行业分化将加剧，新质生产力领域
的项目将进一步增多；此外，机构化、专业化
投资将成为主流，机构投资者更注重标的基
本面、行业景气度等，将推动市场愈发理性
化、成熟化。

定增市场持续回暖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定增市场逐步回
暖。据Wind数据统计，去年四季度A股发布
110单定增预案，环比增长 89.66%。42单定
增股份上市，环比增长 90.91%，合计募资
535.67亿元，环比增长146.95%。

市场人士认为，去年四季度以来，定增
市场回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并
购六条”出台后，并购重组活跃度明显提升，
采用定增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增
多。去年四季度披露的 110单定增预案中，
有 44单用于购买资产，占比 40%。整体来
看，去年全年共有60单定增预案用于购买资
产，四季度的数量占比超过七成。另一方
面，A股市场回暖，投资者信心恢复，定增吸
引力明显提升。据Wind数据统计，去年四
季度竞价类定增折价率平均为16.01%，高于
2024年平均水平（15.22%）。

今年以来，定增项目更加聚焦新质生产
力方向。从年内发布的32单定增预案来看，
化工、汽车与零配件、硬件设备行业定增预
案较多，均有4单。从板块来看，科创板和创
业板公司发布13单，占比40.63%。

从定增融资拟投资项目来看，主要聚焦

芯片、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比
如，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增募
资不超过3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拟用于射频芯片制造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增募
资不超过 8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将用于投资建设28万吨/年电池级精制磷酸
项目。

去年4月份，证监会发布的《资本市场服
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提
出，提升再融资的有效性和便利性，引导上
市公司将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和产业导向的相关领域。

周力表示，当前定增项目更倾向于投资
半导体、AI、高端制造、医药生物等新质生产
力方向，这是政策重点支持领域，并购重组
配套融资的项目数量也显著增加。

中央财经大学资本市场监管与改革研
究中心副主任李晓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预计未来新能源、高端制造、数
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定增需求将显著

增加，进一步推动市场结构分化。

政策不断发力

今年，定增市场再迎政策利好。1月 22
日，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印
发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允许
公募基金、商业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企（职）业年金基金、银行理财等作为战
略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定增。在参与新股
申购、上市公司定增、举牌认定标准方面，
给予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与公募基金同等
政策待遇。

与一般投资者相比，以战略投资者身份
参与上市公司定增，可以享受锁价发行的政
策。拓宽战略投资者范畴，将给定价类定增
项目带来更丰富的资金来源，进而提升定价
类定增市场的活跃度，推动定增市场规模扩
大。开源证券分析师任浪表示，本次放宽战
略投资者认定规则后，公募基金等或将加大

定价类定增项目投资力度，从而提升定价类
定增市场的活跃度和市场规模。

周力认为，首先，《实施方案》扩大了市
场资金来源，有助于提升融资效率。银行理
财、保险资管资金规模较大，其作为战略投
资者参与定增，能够为市场带来大量的增量
资金，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有利于
大型项目顺利推进。其次，有助于优化投资
者结构，强化长期投资理念。战略投资者的
锁定期长达18个月，具备参与公司治理的意
愿和能力，能够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
构、提升经营效率，同时减少短期投机行为，
增强市场的稳定性。最后，有助于推动资本
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通过引导中
长期资金支持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定增项目，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李晓表示，未来，随着更多机构参与定
增项目，有望降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与此
同时，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更关注
公司治理和ESG表现，有助于上市公司提升
信息披露质量，强化战略协同。

年内A股公司发布32单定增预案 拟投项目重点聚焦新质生产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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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全国吸收外资975.9亿元 环比增长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