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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本报

今起推出 “年终报道” ， 盘点

2022年经济领域取得的重大成

就， 展望2023年发展新格局和

资本市场新机遇。

擘画发展新“蓝图” 上交所三十二载奋斗再出发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东海之滨， 申城大地，32年前的12月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

应运而生，在黄浦江畔敲响了新中国资本市场

第一声开市锣。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中国走向世界，

“摸着石头过河”的上交所当下已成为全球第

三大证券交易所，其产品线涵盖股票、债券、基

金、衍生品、公募REITs。 与此同时，上交所积

极服务实体经济、 稳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

放，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可或缺的中

坚力量。

三十二年风雨岁月峥嵘、 三十二载奋斗

谱写华章。 今日的上交所正走进全面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新征程， 走进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 上交所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把资本市场发展一般

规律与中国市场的实际相结合， 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方向不动摇， 更好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

特征，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更好

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

服务实体经济广度深度显著拓展

实体兴，国家强。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资本市场的

立业之本。

三十二年来，上交所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

略和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 从“量”的维度来

看，1990年开业之初， 上交所仅有8家上市公

司，股票总市值12.34亿元。 截至2022年12月

18日，上交所上市公司共2166家，股票总市值

47.4万亿元。今年以来，截至11月底，沪市股票

IPO数量和筹资额分别是139家和3333亿元，

位居全球第2和第1。

债券市场也不容小觑，截至11月底，上交

所债券挂牌数2.69万只， 托管量15.9万亿元，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债券市场。 2022

年1月-11月， 上交所债券发行总规模4.16万

亿元，已成为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场所。

从“质” 的维度来看，随着国内经济转型

升级持续推进， 资本市场有力畅通了科技、资

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目前，A股上市公

司中，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占比达62%，沪市

上市公司中， 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占比为

56%。 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沪市共上市600

多家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IPO融资额近1万

亿元，均占沪市新上市企业的八成左右。

成如容易却艰辛。“上述数字背后意义深

远，是上交所多措并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

力体现，也为一家家忙于研发、生产、创新的企

业引来了‘金融活水’ ，有力支持了一批规模

大、业绩优的国民经济骨干企业、行业龙头企

业、 硬科技企业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 ‘基本

盘’ 。 ” 一位资本市场研究专家表示。

“创新基因” 赋能高质量发展

三十二年来，资本市场依靠改革创新打开

空间、依靠改革创新释放活力、依靠改革创新

发展壮大。 对诞生于黄浦江畔的上交所而言，

海派文化的创新基因早已刻画在其DNA中。

近年来，上交所一体化推进资本市场制度

改革与产品创新，创下了多个境内“首家” 或

“首批” 的成绩：2014年率先推出沪港通，创

新了境内投资者“走出去” 、境外投资者“走

进来” 的新渠道，成为境内首家推出与境外市

场互联互通交易机制的交易所；2015年推出

首个交易所场内股票期权，成为境内首家拥有

股票现货和衍生品的综合型交易所；2019年

科创板开板开市，成为首家试点注册制改革的

境内交易所；2021年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

ITs试点落地。

以科创板为例，截至目前，科创板已有上

市公司494家，总市值5.9万亿元。 多方人士普

遍认为，科创板“试验田”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一系列关键制度创新实现突破，在支持和服务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形成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10月

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正式启动。目前，

共有14家做市商为73只科创板股票 （剔除重

复后为60只）开展做市业务。“从做市标的成

交量、成交额、换手率等方面看，首月做市交易

达到预期目标， 做市标的市场流动性明显提

升。 ”多家做市商直言。（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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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芯片产业

迎来发展机遇期

五粮液经销商大会

确定明年营销重点

2022经济印象：扩内需 谋创新 促开放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连润

二季度前期经济明显下滑、后期扭转下滑

态势，三季度总体恢复向好，四季度抓住窗口

期推动经济进一步回稳向上……

回望来路，2022年，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

内止跌回稳，展现出强大韧性。展望前途，中国

经济韧性将进一步凸显， 潜力和活力持续释

放，新动力不断壮大，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构筑

有力支撑，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激发活力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在广西钦州市钦北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

干工程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青年枢纽、企石枢

纽等控制性工程一期工程已陆续开工，预计明

年2月底前具备全线开工条件。 ” 平陆运河集

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多地加速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用好财

政金融工具加快设备更新改造，推出若干举措

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一系列政策举措

瞄准堵点卡点，立足扩大内需，在畅通经济循

环中激发活力。

前11月，网上零售占比持续提升，全国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6.4%， 增速明显

快于线下商品销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27.1%， 自9月份起占比连续提升。 此

外，受“双11” 网购促销带动，网络购物带动

快递等行业较快增长，11月1日-11日快递包

裹处理量超42亿件，日均处理量超3.8亿件，是

日常业务量的1.3倍。

“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水

平不断提高，拉动消费快速回升是推动明年内

需回暖和经济稳步恢复的关键。 ”植信投资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罗奂劼说。

加力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信号已经释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统计师付加奇说，

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逐步见效，消费市

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居民消费需求将不断释

放，市场销售有望稳步恢复。

伴随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明年经济有望整

体好转。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明年国内经济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反弹，其中

居民消费修复将成为主动力，经济增长的内生

动力将明显增强。

增强动力 新势能持续壮大

在南京紫金山实验室， 科研人员正围绕

6G通信技术和“卫星互联网通信” 技术进行

重点攻关。不久前，实验室创下了6G传输速率

的全球纪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韵

洁说：“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成果形成广

大应用，赋能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

向新而行，创新引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和支撑。 前11月，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8.0%； 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电

池、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等绿色智能产品产量同

比分别增长100.5%、44.1%、22.2%。

“新能源、 新动能产品生产高速增长，彰

显工业经济韧性。 ”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

汤魏巍表示，工业结构升级态势未变，新动能

继续成长。

创新驱动下，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步伐正在加快。博览财

经首席经济师李宏图认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是明年产业政策的重点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

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对我国形成新

的竞争优势和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

“预计明年产业政策会进一步聚焦关键

领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研

究所所长吴垠说，推动“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可以发挥合力， 有利于突围核心技

术、增强产业竞争力。

看好潜力 吸引外资成效明显

外资动向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

巴斯夫广东湛江一体化基地开工建设、空

中客车中国研发中心落户苏州工业园区，欧莱

雅首次在华成立投资公司，阿斯利康在青岛成

立以罕见病为主题的创新中心……今年以来，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吸收外

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