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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回来了” 消费市场回暖可期

●本报记者 连润

合生汇21街区美食街， 餐饮商肆人流如

织；西红门山姆会员店热闹开业，数万人前来

购物“尝鲜” ；荟聚购物中心内金逸影城，每天

观影客流达近千人……近几日，中国证券报记

者在北京多地走访发现，餐饮、线下购物、观影

等接触式消费复苏迹象逐渐增多。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

疫情冲击还未完全消退，消费市场全面恢复还

需等待，但促消费的社会共识和政策合力正加

快形成，未来消费恢复并推动内需增长的潜力

巨大。

业内人士表示，疫情防控政策优化的效果

正在显现，之前被抑制的部分消费需求开始释

放。随着支持政策进一步向扩大内需和促进消

费上倾斜，预计2023年消费恢复、内需扩大将

成为确保经济回稳向上的重要力量。

“这种感觉真好”

“A59请您用餐！ ”“A16的顾客在吗？ ”

“B03，B03客人请进！ ” ……12月23日下午，

北京市朝阳区合生汇21街区， 美食商肆错落

有致，餐馆前排队场景再现，叫号声此起彼伏，

街道上，人流穿梭如织，“烟火气”升腾。

“本来打算和朋友去吃海底捞，没想到排

到了130多号，估计得等一两个小时，就转奔

渡娘火锅了。 ” 刚和朋友一起用完餐的李津告

诉记者。

久违的排队场景， 不光出现在餐馆门口。

12月24日下午， 北京市大兴区新开业的山姆

会员店吸引不少居民前来“尝鲜” 。 记者在现

场注意到， 不仅临近商场的道路出现拥堵，多

位交警、安保人员在协调车辆停放，商店入口

处也排起长队、一度限流，商场内也人来人往，

收银台前的购物推车连成了“长龙”……

一名顾客对记者说，这种“人挤人” 的场

景，大概已有半年没见过了，“烟火气回来了，

这种感觉真好！” 。该店一位工作人员表示，12

月23号开业当天，人流量达两万人次，虽然正

常的客流量数据得等运营一段时间后才能确

认，但能肯定的是，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

化，以后来店里购物的人不会少。

消费的热情，同样在电影院里弥漫。

“看电影之前， 我已经有一定心理预期，

觉得人肯定比前一阵多， 但没想到会有这么

多！ ” 12月24日，在北京荟聚购物中心内的金

逸影城，一位观影者如是说。 金逸影城工作人

员老高表示，“准确地说，‘新十条’ 出台后，

观影人数就多起来了。 最近，每天来观影的人

有八百到一千人，这两天赶上周末，人流量更

多一些。 ”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12月24日全国影

院线上客流达6216.4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

182.92%；全国总出票数为239.0万张，较上月

同期增长228.20%。

就餐人多了、购物人多了、观影人多

了……疫情终将过去， 消费市场已看见隧道

口的曙光。

消费恢复潜力大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数据显

示，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已连续11年保持在50%以上， 消费的基础性

作用持续强化。 然而，今年市场销售受疫情短

期冲击明显。 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0.1%，餐饮等接触式消费受到冲击。

近几日北京市场的情况或表明，随着疫情因素

影响减弱，消费市场恢复的潜力巨大。 （下转

A03版）

致力完善资本市场功能 助力打造国家区域金融中心

2022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记者 胡雨 周璐璐

12月24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完善

资本市场功能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2022中国证券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2022中

国证券业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辽宁省沈阳

市举行。 来自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证券公

司、上市公司、投资机构的专业人士齐聚一

堂，就沈阳建设国家区域金融中心的挑战与

策略、2023年宏观经济及市场投资展望、金

融业如何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等话题各抒

己见，为区域经济发展和证券行业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贡献智慧。

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周舟在致辞中表

示， 当前沈阳市聚焦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锚

定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目标不动摇，加速成

为东北乃至东北亚区域功能突出、 创新力

强、开放度高的重要金融中心，围绕服务实

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

任务，全面提升金融业发展的水平，正在形

成一区一间一城的现代金融服务布局。“未

来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参与到沈阳市的转型

创新发展当中， 助力沈阳打造国家中心城

市，共同谱写企业壮大与城市发展的双赢篇

章。 ” 周舟说。

对于本届论坛的主题 “完善资本市场

功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证券报党

委委员、副总编辑蔡国兆表示，该主题旨在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谱

写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

章。证券公司是连接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

重要桥梁，在区域经济产业价值发现方面具

有独特的视角，在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上发挥独特的作用。相信证券行业能

够为沈阳建设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东北

区域性金融中心贡献积极力量，能够为沈阳

在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中走在前

列、作出表率作出有益贡献。

沈河区委书记、 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林宇航表示，近年来，沈河区以

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为核心， 以沈阳金廊

为外延， 以高端商务楼宇为载体持续优化

金融生态环境， 强力推进金融机构集聚和

金融改革创新， 助推辽宁沈阳全面振兴和

全方位振兴。 2022年沈河区入选中国楼宇

经济城区30强， 未来沈河区将持续放大金

融和楼宇双重优势， 加速推进沈阳金融商

贸开发区， 进一步推动全球金融资源汇聚

沈河，培育孵化新兴业态，创新数字金融产

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打造竖起来的金融

街和东北楼宇经济第一区， 建设东北金融

第一区。

中国证券业协会向本届论坛发来贺信

表示，衷心希望中国证券报继续发挥在证券

财经领域的专业优势和主流引领作用，始终

坚守为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鼓与呼的宣传

阵地，与协会携手继续推动形成行业高质量

发展共识、共信、共力，切实践行服务实体经

济的初心使命。

“2022中国证券业金牛奖”分设“2022

中国证券公司金牛奖”“2022中国证券业

分析师金牛奖” 和“2022中国证券公司集

合资管计划金牛奖” 三大奖项，评选范围涵

盖证券公司财富管理、投资银行、资产管理、

证券研究等证券公司核心业务线，并对证券

公司行业文化建设、社会责任以及服务科创

企业方面的成绩进行评比，旨在通过评选出

行业内依靠创新、创造、创意为投资者和融

资者提供中介服务，为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

增长提供高质量、 精准金融服务的优秀代

表，引领证券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全

面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实现行业高质量发

展。本届中国证券业金牛奖共有31家证券公

司、14家证券研究所、171个证券研究团队、

18家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人、173只证券公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奖。

在圆桌对话环节， 多位业内人士就

2023年投资方向分享真知灼见， 为投资者

把脉2023年布局机遇；在高端研讨环节，多

位与会嘉宾就沈阳建设国家区域金融中心

的挑战与策略、 金融业如何与实体经济良

性互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为区域经

济更好发展以及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贡献

智慧。

扩大资本项目流入 债券市场开放提速

●本报记者 连润

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

券市场，开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

通合作，深交所启动大湾区债券平台跨境债券

产品挂牌服务试点……今年以来，我国债券市

场开放提速。

可以预期，债市开放步伐加快，将有效提

升我国债券市场吸引力， 扩大资本项目流入。

未来相关配套政策将持续完善， 拓展市场容

量，增加市场流动性。

提升外资入市便利性

为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

场，今年以来，债市推出实质性举措。

5月，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

市场有关事宜》，确认以法人机构为对象的市

场准入机制，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一次性登记

进入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

“这些举措进一步简化了外资入市程序，

扩大了可投资范围， 丰富了债市投资者类型，

有利于吸引更多境外资金流入债市。 ”东方金

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于丽峰表示，多元化

资金供给，将提高债市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11月，人民银行与外汇局联合发布《境外

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

定》，对业务登记、资金汇兑、外汇套保等作出

了安排，并明确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自主选择

汇入币种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等多项便利境外

机构投资者的措施。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认

为，上述举措有利于提升外资投资中国债市在

资金管理方面的便利性，进一步提振外资参与

中国债市的积极性。

完善熊猫债相关措施

在便利境外机构投资债市的同时，今年以

来，熊猫债相关管理措施不断完善。

7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

开展熊猫债注册发行机制优化试点的通知》，

从“多品种统一注册（DFI）” 便利、统一境外

企业信息披露要求、试点“增发机制” 、为熊猫

债引入“常发行计划”四方面提高熊猫债注册

发行效率。

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经

协会注册的熊猫债发行金额为754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8.7%。 其中，国际开发机构发行熊

猫债1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 截至9

月末， 经协会注册熊猫债余额为1677.8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288.6亿元。

12月，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

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有关事宜的

通知》，统一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熊猫债资金

登记、账户开立、资金汇兑及使用等管理规则，

完善熊猫债外汇风险管理，明确发债募集资金

可留存境内，也可汇往境外使用等。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

部总监庞溟表示， 不断完善相关支持政策、配

套制度和规则，逐步扫清熊猫债市场渐进式发

展道路上的障碍和技术性问题，有利于促进发

行主体和投资者的多元化、推动债券市场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 同时，也有利于扩大熊猫债市

场规模、更好满足机构和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

的组合配置需求。

债市竞争力增强

开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

合作，深交所启动大湾区债券平台跨境债券产

品挂牌服务试点工作……今年以来，我国债券

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下转A02版）

A03

财经要闻

金牛专家把脉明年投资方向：看好权益市场表现

中证协：与中证报携手继续推动形成

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共识共信共力

拥抱金融活水 谱写创新篇章

证券业人士纵论高质量发展动能

A02

A04

A04

推进乡村振兴

八大产业有望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