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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开新局

导报讯(记者 时超)9月23日，

A股低开震荡，截至收盘，上证指

数跌0 . 66%报3088 . 37点，深证成指

跌0 . 97%报11006 . 41点，创业板指

跌0 . 67%报2303 . 91点；两市合计成

交6676亿元，北向资金净卖出5 . 06

亿元。

山东板块，只有30只个股上

涨，占比约1成。其中，北交所鲁

股邦德股份涨6 . 69%，领涨板块；

沃华医药紧随其后，涨幅达到

6 . 21%。沃华医药是一家专注于心

脑血管中成药领域的上市公司，而

近期消息显示，全国“中成药集

采”即将开始，首批涉及复方血栓

通、冠心宁、华蟾素、心可舒等16

种中成药，其中心可舒是沃华医

药的产品。2022年半年报显示，

沃华医药实现营收5 . 04亿元，同

比降低2 . 25%。其中，心可舒片销

售收入为2 . 3亿元，占总营收的

45 . 73%。

投资上，国盛证券建议保持

价值略大于成长的均衡配置；操

作上，在市场有效向上突破之前

仍要控制好总体仓位适宜低吸，

关注调整之后成长修复预期下的

电子、新能源，也可以关注食品饮

料、煤炭和旅游等主题性板块交易

性机会。

山东统筹建立“一张清单” 着力补齐民生项目短板

1052 . 7亿专项债支持“七网”建设

E
Zui xin xiao xi

最新消息

济南至高青
高速公路即将通车

E 鲁股日报

A股低开震荡
30只鲁股上涨

◆导报记者 刘勇

各种变局和疫情等因素交

织叠加，加速了生物经济时代

的到来。生物经济是继农业经

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之后

的第四种经济形态，也称第四

次浪潮。生物经济蕴藏着巨大

的经济潜能，将形成下一个经

济增长点，成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力。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

物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的历史性机遇，以及人类社

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生命健康

的更高要求，我国只有成功把

握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加快

解决制约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

核心技术，才能不断提升产业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我国

生物经济加快实现由大转强和

高质量发展。

谁引领科技革命，谁就引

领世界经济发展。我国没有任

何理由、任何资本再次与新科

技革命失之交臂。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普惠化的政策、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完善的产学

研转化体系、专业化的产业分

工和协作等。因此，这需要在

顶层设计上开展生物经济发展

战略研究，尽快出台生物经济

国家战略。

“生物经济总量规模迈上

新台阶，生物经济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步提升。

生物经济领域市场主体蓬勃发

展，年营业收入百亿元以上企

业数量显著增加，创新创业企

业快速成长。”这是《“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的

“十四五”时期明确目标，这

份今年5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发的规划，也是我国首部生

物经济领域顶层设计文件。

在生物经济时代，基因重

塑世界，以革命性的手段改变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

物、信息、物质跨界大融合，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从

“万物互联”转向“万物共生”。

放眼全球，当前，以生物科技革

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乃

至产业革命已经到来，生物技

术革命浪潮正加速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基本

上没有止境，生物经济时代将

会长久存在，并可能与下一个

技术或产业时代并存。

生物经济将成下一个增长点

●报告显示：近十年我国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 . 4% 国家

统计局9月23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显示，2013年至2021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09万亿元，

年均增长9 . 4%，在促进经济增长、

优化供给结构中的关键作用不断

增强。

●两部门：面向困难老年人

建设10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民政

部、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将通

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面

向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

年人建设10万张家庭养老床位、提

供20万人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国家卫健委：昨日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75例，其中本土

病例121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

月23日通报，22日0-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4例(上

海15例，广东14例，福建10例，云

南7例，辽宁2例，黑龙江2例，北

京1例，山东1例，重庆1例，四川1

例)；本土病例121例(四川43例，贵

州43例，黑龙江15例，西藏9例，

湖南4例，北京2例，广东2例，云

南2例，天津1例)。

●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

政策 日本央行9月22日结束货币

政策会议后宣布，继续将短期利

率维持在负0 . 1%的水平，并通过购

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

零左右。

●南非央行加息75个基点 南

非储备银行(央行)9月22日宣布，将

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6 . 25%。

这是南非央行自去年11月以来连续

第六次加息。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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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 (记者 刘勇 )9月23

日，山东省财政厅最新数据显

示，2020年以来，全省(含青岛

市)累计发行新增专项债券9320

亿元，有力支持了交通、市政等

领域6000余个重点项目建设。其

中，今年已发行的3069亿元专项

债券中，用于交通、物流、水利

等基础设施“七网”项目建设的

专项债达1052 . 7亿元，占34 . 3%。

放眼山东，专项债券需求与

重点项目精准衔接。在强化专项

债券项目协同储备，山东统筹建

立以“一张清单”为核心的债券

项目储备谋划和申报争取机制，

重点选取民生领域需求急、撬动

投资作用大、未来发展前景好的

项目。近三年，山东通过国家审

核的项目需求总量和获得的专项

债券额度连续位居全国前列。在

国家规定的九大领域内，着力补

齐民生项目短板。

更重要的是，政府专项债券

还能撬动其他渠道的更多资金。

自2019年国家出台专项债券用作

部分领域项目资本金政策以来，

全省共有950亿元专项债券资金

用作465个重大项目资本金，有

力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根据专项债券管理新要求，

山东还修订完善新增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重点突出

项目优先、效益优先，充分考虑

财政举债能力，明确三项分配因

素(即项目需求、财力水平和综

合债务率)权重，对各市和省财

政直管县(市)全部采用统一的因

素和公式测算，确保“一把尺子量

到底”。建立绩效奖惩机制，将专

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资金使用

进度、审计检查结果与限额分配

挂钩，充分体现正向激励导向。

为全方位提升资金使用效

益，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专项债

券项目绩效管理办法，推动专项

债券全周期绩效管理，切实把好

项目“入库关”、资金“使用

关”和效益“评价关”。

在事前环节，将事前绩效评

估作为项目入库的必备条件，从

项目必要性、合规性、可行性等

方面把控项目质量，未开展事前

绩效评估的一律不得纳入债券项

目储备库，切实把好项目“入库

关”。在事中环节，综合运用信

息化手段和现场检查方式，对预

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进行“双监控”，切实把好资金

“使用关”。在事后环节，建立

“单位自评+财政重点评价+第

三方评价”绩效评价工作机制。

据了解，今年省本级选取50

个项目、债券资金258亿元实施

了重点绩效评价，有力促进了债

券资金提质增效。

9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

点。对此，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中国经济

基本面依然向好，抗压能力强，A股有独

善其身的底气

导报讯(记者 初磊)9月23日，

经济导报记者从济南市交通运输

局获悉，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

设的济南至高青高速公路项目于

2022年8月底通过交工验收，计划

近期通车。

济南至高青高速公路项目起自

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段家庄村，途

经济南市历城区、章丘区，滨州市

邹平市，淄博市高青县，止于高青

至广饶高速，全长93 . 305公里，设

计速度120公里/小时。

该项目是山东省“九纵五横一

环七射多连”高速公路网中的“射

二”线，是山东省“十三五”规划

期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并纳入了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

施规划》。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发挥济南在省会经济圈内中心

城市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对

于促进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助

力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222···热热热点点点

10年净增上市公司27户，增长122 . 73%

山东国企资本市场“长袖善舞”

◆导报记者 时 超

见习记者 刘瑞祥 济南报道

9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

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上调至3%-3 . 25%，

这是一年内美联储连续第三次

的大幅度加息。美联储的每次

加息，都在牵动全球资本市场

的神经。

“美联储这轮加息还会持

续多久？A股是否能在全球股

市回调中独善其身？哪些板块

又有超额回报机会？”都成为

目前投资者最为关心的话题。

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数位

市场投资人士，多数认为在国

内经济面强有力的支撑下，A

股有逆市企稳的底气。

美联储上一轮加息
这只鲁股涨了近5倍

“去年还在进行着量化宽

松 ( Q E )，今年就将利率从

0 . 25%提高到3 . 25%。”9月22

日，从事了20余年A股投资的

济南投资者魏民对经济导报记

者感叹道，激进加息无助于美

国解决自身结构性矛盾，反而

会拖累全球经济进一步下行。

全球资本市场显然都没有对此

做好准备，“德国股市今年已

经跌了2 1%，韩国股市跌了

20%，法国跌了17%……美联

储的快速加息，让市场资金加

速回流美元，各国股市调整压

力都不小。”

那么，该如何面对美联

储连续加息对于资本市场的

冲击呢？

“ 我 现 在 是 紧 盯 消 费

股。”魏民称，他今年在A股

的投资从基建到新能源汽车，

上半年尚处于小幅盈利状态，

但今年7月以来，A股市场震

荡下调，各板块快速轮动、

上涨持续性弱，“往往今天

光伏涨了，明天它就大幅回

调 ， 短 期 操 作 难 度大大增

加。所以，我选择有业绩支

撑、估值在底部调整较长时间

的消费板块。”

实际上，魏民的投资策

略，一大部分原因在于其以往

的亲身经历。

“2004年6月到2006年6

月，美联储在时任主席格林斯

潘主导下用了17次加息，应对

美国的高通胀压力，联邦基金

利率最高升至5 . 25%。在这期

间，A股也出现一轮探底回升

走势，多数板块出现明显调

整，但消费板块的表现很坚

挺。”魏民称，山东上市公司

中 ， 葡 萄 酒 龙 头 张 裕 A

(000869 .SZ)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2年期间该公司股价上

涨了约480%。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张

裕A的股价在2004年至2006年

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上涨，其中

仅2006年的涨幅就达到220%。

当然，公司股价的上涨背后，

并没有发生借壳、重组等特殊

事件推动，主要是业绩的稳步

提升——— 2003年至2005年，公

司每年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增幅

均超过30%，2005年更是达到

了53%，凸显公司及所在行业

的景气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中信

证券行业分类统计，2004年至

2006年期间，A股涨幅前三位

的分别是国防军工、有色金

属、食品饮料，涨幅分别达到

109 . 82%、92 . 67%、61 . 09%，另

外，商贸零售板块也表现不

俗，涨幅37 . 17%。这几个板块

中，国防军工、有色金属近两

年估值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而

与消费相关的板块，估值仍处

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消费复苏前景
被看好

“这时候选择消费板块进

行‘防御’有一定道理。”华

东某券商自营业务部经理陈

凯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面

对市场的大幅调整，消费板块

多是支撑力强的板块。比如，

2016年第1季度受“熔断”压

力的影响，A股各板块呈现普

跌状态。 >>下转3版

美联储加息，A股机会在哪
专家：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向好；老股民：“上一轮强势加息，这只鲁股涨了近5倍”

（报道详见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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