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连续第三月下滑

中国境内投资者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43.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9%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商务部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99.97

亿美

元， 同比下降

0.3%

， 这是使用外资金

额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下降； 外商投资新

设立企业

1402

家， 同比下降

37.49%

。

去年

11

月和

12

月， 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分别为

122.42

亿美元和

87.5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2.73%

和

9.76%

，

这种趋势延续到了

2012

年， 不过降幅

有所缓和，

1

月份仅下降

0.3%

。 上一

个下降周期出现在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7

月， 最大同比下降幅度曾高

达

36.52%

。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介

绍，

1

月份我国农、 林、 牧、 渔业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较快。 亚洲

地区对华投资保持增长。

1

月份， 亚

洲十国

/

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85.8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0.77%

。 美国实际

投入外资金额

3.42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29.05%

。 欧盟

27

国实际投入外资

金 额

4.52

亿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42.49%

。 同时，

1

月份中西部地区实

际使用外资增长快于东部地区， 占比

继续提高。

沈丹阳进一步分析说， 今年我国

利用外资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外形

势。 从国际看， 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

性、 不确定性上升， 国际产业结构调

整步伐放缓， 全球直接投资总量增长

乏力。 从国内看， 外需疲弱、 部分企

业融资困难、 局部用工矛盾突出、 企

业经营成本上涨等多重压力并存， 外

商直接投资稳规模、 调结构的压力将

会加大。

“但是， 中国吸收外资仍存在综合

优势。 近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

发展， 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

法律政策环境的日臻完善， 构成了我国

吸收外资的长期综合优势， 市场已成为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首要决定因素。”

沈丹阳表示， “十二五” 期间我国加快

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进程将为外

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机遇。 中国美国

商会、 中国欧盟商会、 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

2011

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近两年有扩大在华投资意愿的企业比例

很高。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却展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今年

1

月，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87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55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

资， 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43.7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9.9%

。

20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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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建网下认购不足 主承销商包销

1

亿股

2005

年实施

IPO

询价制度以来首次出现主承销商包销

证券时报记者 刘征

中国交建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5.4

元

/

股， 履行此前融资规模不超过

50

亿

元的承诺， 最终确定发行数量约

13.50

亿

股， 较初始发行规模

16

亿股缩减超过

15%

， 其中战略投资者最终认购

1.85

亿

股， 网上发行

4.13

亿股， 网下发行

2.25

亿股，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约

1

亿股。

中国交建是

2005

年实施首次公开

募股 （

IPO

） 询价制度以来首次出现

主承销商包销的案例， 将成为

A

股市

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近期市场一直对新股 “三高” 发行充

满质疑， 认为主承销商完全从自身利

益角度出发， 将高价股抛给市场。

就初步询价的情况来看， 价格区

间下限

5.0

元的申购倍数为对应网下

发行规模的

3.04

倍， 上限

5.4

元的申

购倍数为对应的网下发行规模的

1.16

倍。 累计投标阶段出现

5.4

元申购不

足， 可能是由于部分投资者受自身资金

等因素影响， 同时根据预估的配售比例

进行策略调整。

中国交建网上申购户数近

50

万

户， 冻结资金超过

1700

亿元， 网上最

终中签率仅

1.28%

。 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交建每

股净资产为

4.93

元， 发行价格

5.4

元

对应的市净率约为

1.1

倍。 从发行市

盈率来看， 根据经审计机构审核的中

国交建

2011

年盈利预测报告， 本次发

行的全面摊薄市盈率为

7.68

倍 ， 创

2009

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以来发行市

盈率新低。

截至

2012

年

2

月

15

日， 中国交建

H

股收盘价为

7.28

港元， 折合人民币

为

5.91

元， 发行价

5.4

元较

H

股折价

8.65%

。 中国交建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H

股股本的

30.49%

。

■图片新闻

我国实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国务院近日发布 《关

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 明确提出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 用

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 “三条红线” 的主

要目标， 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

力相适应。 图为水利部副

部长胡四一出席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更多报道见

B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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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论房地产调控

方向不变存微调可能

IPO

路演现场

有点不一样了

超级订单演绎蛇吞象

盲目乐观多失败收场

今日导读

Inside Today

外贸形势严峻

商务部将出台稳定政策

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昨日表示。

1

月份我国进

出口同时下降， 属多年未见的情况， 他透露， 商务

部正在研究稳定外贸的措施。

切忌盲目炒新

谨记理性投资

长期以来， 不少中小投资者盲目跟风参与新股

炒作， 损失惨重。 深交所提醒投资者， 一定要警惕

炒作新股的风险和危害， 牢记理性投资理念。

境内外汇差跷跷板

结汇资金玩套利

外汇市场的套利空间要大到何种程度， 才能影

响中国外汇占款数据的波动？ 这可以从香港和内地

市场一度出现的人民币汇价剪刀差中找到答案。

美联储仅少数成员

赞成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是踩刹车， 还是踩油门？ 美联储

15

日公布的

1

月份货币政策例会记录显示， 美联储官

员就是否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持不同看法。

A2

A5

A8

A10

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演讲时表示

中美双边贸易今年有望破

５０００

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

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

１５

日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友好团体

举行的欢迎午宴， 并发表题为 《共创中

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

他指出，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

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可

在以下

４

个方面共同作出努力。

第一， 持续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

略信任。

第二， 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

第三， 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

赢的格局。 中美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

利共赢。 建交

３３

年来， 双边贸易额增

长

１８０

多倍， 去年已达到

４４６６

亿美

元， 今年有望突破

５０００

亿美元。 近

１０

年来， 美国对华出口增长

４６８％

， 中国

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采取积极措

施扩大进口， 尤其是扩大自美进口。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中国政府每年派出

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

额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 中国贸

易顺差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

３０００

多亿

美元降到

１５００

亿美元， 贸易顺差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７％

以上降到

２％

，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很重

要的方面， 是美国自身经济政策和结

构的调整， 包括取消对华出口种种限

制， 特别是尽早放宽对华民用高技术

产品出口管制。 这既有利于平衡中美

贸易、 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也有利于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结构。 中

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促进中美贸易投资

一揽子合作倡议。 双方应该继续同舟

共济、 共克时艰， 从更高层次、 更大

范围推动中美经贸合作， 不断打造互

利合作新亮点。

第四， 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

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