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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私募基金试点启动
专家称市场规模10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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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空间趋于逼仄
“现金收购”监管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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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启动
全国“小巨人”企业年底预计超1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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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400家上市公司
共持有理财规模超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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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美国通胀或长期化，全球需建立更稳定的金融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制造

业可能存在一定干扰，

尤其是全球资金炒作中

国需求概念。这需要未

雨绸缪加以防范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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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21日，至少有

47只（不同份额分开计

算）券商系基金的净值

增长率超过10%。

券商系权益
基金“春季萌动”

广州楼市
暖春来了
春节过后，广州

一手项目不仅来

访有明显回升，

成交也有所起

色，呈现一片欣

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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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韧性、就

业韧性的重要支撑。

2 月 21 日，工信部印发通知，

将组织开展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培育。工信部将组织专家

对各地上报的推荐材料进行评审

和实地抽检，并根据审核结果对拟

认定的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单进行公示。

在2月21日-22日举办的第二

届全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论坛上，工

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工信部将为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营造更好更优

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在资金、人才、技

术、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不断完善

培育服务举措，力争到2023年底，全

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8万家、

“小巨人”企业超过1万家。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在上述论坛上发布的《2022年度中

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告》显示，

疫情影响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显示出更强的发展韧性。对参与

评估报告的城市开展问卷调查显

示 ，“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中 ，

47.20%的企业在未来一年有引进

人才计划，67.74%的企业有创新研

发计划，分别超出样本企业平均水

平16和25个百分点。

徐晓兰指出，接下来工信部将

加快“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进

程，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

政策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

本“投早”、“投小”、“投创新”。

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培育启动

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

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培育，在中央到地方的一

系列政策推动下，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每年的增量正在呈指数级

增长。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已培育 89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84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占A股

上市企业总数的 27%，占去年新上

市企业数量的 59%。在科创板新

上市的企业中，72%的企业是“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徐晓兰在上述论坛上指出，接

下来工信部将加快“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上市进程，发挥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的政策引导作用，带动

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

“投创新”。同时，进一步在人才、

技术、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不断完

善培育服务举措，力争到 2023 年

底，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

8万家、“小巨人”企业超过1万家。

这也意味着《“十四五”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规划》中设置的“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在 2025年

达到 1万家左右”的目标将于今年

提前实现。

“目前离这个目标仅有1000家

左右的差距。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

推动‘专精特新’的目的是在优不在

多，是为了真正培育出能够强链补链

企业，而不是追求一个数字的快增

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研究院

副院长孙文凯告诉 21世纪经济报

道，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换，以及

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持续推进，优

质中小企业的整体水平也会随之提

升，尤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准入

要求设置也会更加严格和科学合理。

根据通知，各省级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第五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初核和推荐工作。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组织专家对各地上报的

推荐材料进行评审和实地抽检，并根

据审核结果对拟认定的第五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进行公示。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

月 Markit 服 务 业 PMI 初 值 升 至

50.5，高于市场预期的47.3，创2022

年6月份以来新高，也是六个月来

服务业 PMI 初值首次站在荣枯线

上方，制造业 PMI 为 47.8，高于上

个月的46.9和市场预期的47.2。

上周公布的美国1月CPI数据

也显示通胀回落步伐不及预期，加

上强劲的就业数据，美联储继续

“鹰派”加息预期再起。美国 PMI

数据发布后，债券收益率上涨，美

元指数重新走强，美股出现下挫压

力，新兴市场货币贬值风险加大。

美国通胀压力主要来自服务

业，比如二手车价格在2月上半月

上涨了4.1%。这是自2021年10月

以来美国二手车销量增幅最大的一

次；1 月住房租金上涨较快，同比

7.9%，前值7.5%。美国劳动力紧张

导致工资上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PMI 上行对抑制通胀也不是好消

息，这些信息表明，美国经济暂时没

有软着陆迹象，通胀可能会长期化。

美国可能面临顽固的通胀风

险，市场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事实上，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前，发

达国家还集体躺在负利率的舒适床

上。引发美国通胀的是一个独特的

环境，美国将数万亿美元分发给国

民消费时，恰恰处于一个供应受到

限制的阶段，罕见地出现了拉动需

求端与供给端的通胀力量叠加在一

起。不幸的是，美国外交战略正在

制造更加长久的国际通胀压力。首

先，俄乌冲突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就

像1973-1974年欧佩克石油禁运对

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一样；其次，美

国推动所谓的与中国“脱钩”并通过

产业政策扭曲全球供应链。去全球

化战略与地缘政治震荡决定了，美

国过去搭上全球化顺风车的低通胀

环境一去不返。

美国也可能重蹈上次治理通

胀的覆辙。1980年前后，美联储前

主席沃尔克在驯服通胀的过程中，

因为担心利率上升会引发经济衰

退影响到1980年的总统选举，而采

取了容忍通胀上行的政策，走了一

段弯路。在此轮通胀过程中，美联

储行动迟缓也具有政治因素。现

在，美国经济软着陆与美联储政策

转向的预期正在落空，美联储一直

在踩刹车也尚未能完全改变通胀

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更重地踩下刹

车值得怀疑，因为下一次总统大选

离得很近，而要以硬着陆的经济赢

得连任，对于任何一位总统而言都

是极其艰难的挑战。

因此，美国经济学界开始探讨

应该将通胀预期控制在3%甚至4%

等更高的水平，而不是过去低通胀

环境下形成2%的共识，这样的话，

一旦通胀起来后央行会有更大的自

由度。但是，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

心态，在通胀的时候改变通胀目标

意味着央行将会丧失信用，既然货

币当局对通胀的容忍尺度可以随意

增加，市场可能将通胀推得更高。

在较高通胀环境中，工资和物价会

变得不稳定，从而让货币政策的有

效性降低。所以，这种想法本身是

用另一个风险为现在的压力买单。

美国经济强劲的表现让加息

持续下去，刚刚得到缓和的新兴市

场资产可能再次面临重创，一些国

家的货币可能贬值，某些新兴市场

的资产可能被抛售，就像去年越南

股票一样。但是，目前看，中国资

产得益于恢复经济增长的政策，对

外资表现出很强吸引力。如果中

国经济恢复繁荣对发展中国家产

生拉动作用，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来

自美联储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制造业可能

存在干扰，尤其是全球资金炒作中

国需求概念。如果美国经济继续

表现强劲，大宗商品产生的通胀压

力可能持续增加。

新世纪以来，美国先后通过次

贷危机、QE政策退出以及此轮通胀

引发的激进加息，对全球各国经济

与金融构成连续冲击，引发各种风

险。冲击如此高频地发生意味着美

元体系变得日益不稳定，需要及时

变革，在美国去全球化的条件下，亟

待形成新的更加稳定的全球金融体

系。尤其是此轮美国通胀本身的顽

固以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均有

利于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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