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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2月 11日电（上海

证券报记者 汤翠玲）出口增速远超预

期、消费快速复苏、新经济业态蓬勃发

展……202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画卷上

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有望成为全球少数

几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之一。

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受访外资机

构、国际机构普遍认为，中国仍是全球

经济的领头雁。

“经济复苏有力，中国这艘巨轮正

破浪前行。”外资机构施罗德近期在评

价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称，中国经济正

透出新意和活力，新经济、新业态中蕴

藏着的消费潜力和发展格局备受关注。

制造业 PMI 连续 9 个月位于临界

点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创出

年内新高，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长实

现由负转正，前 10 个月中国出口同比

增长 2.4％、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6.4％，

消费增速加快……疫情阴影笼罩下的

2020 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格

局中格外夺目。

瑞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一告诉

上海证券报记者，今年中国有效遏制

了疫情，经济增速远好于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预计 2021 年中国经济将实现

超速增长并再度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

领头雁。

临近年末，国际组织在最新的经

济展望中也纷纷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投下信任票。

“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8％，

仍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

的。在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带动下，

全球经济在 2021年底之前将恢复到疫

情前的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近期对明年的中国经济走势

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杰

弗里·冈本的前瞻则更为乐观，他认为

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8.2％。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中国经济将有哪些亮点？又增

添了哪些发展新赛道？外资机构一致圈

定绿色经济、5G以及线上经济等领域。

荷兰纯资产管理公司荷宝中国总

经理及研究总监鲁捷注意到，技术本

地化、科技自主化、产业升级以及绿色

经济、扩大开放将是未来 5 年中国经

济领域的关注焦点，当前中国正日益

关注绿色经济并将在 2060年实现碳中

和目标，他预计中国的能源组合将发

生巨变，新能源如光伏和风电存在巨

大成长空间。

对于中国“十四五”期间的政策侧

重点，王一预计将更加关注提升科技

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领域。科技

方面，他预计中国将加大新基建投入

力度、提升关键领域的科创水平以及

确保重要产品进口等。另外，中国将

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促进劳动力流

动，并提高劳动力素质教育水平。

“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将进入高质

量增长新常态，内生化和多元化的包

容性趋势非常明显。”德国商业银行新

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告诉上海证

券报记者，中国互联网经济如线上办

公、电商、5G 等新消费需求正逐步壮

大，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强劲，预计这

个市场会持续保持活力。

外资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明年仍是领头雁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立彬）按“多规合一”

要求，我国加快实施陆海、城

乡、地上地下空间统筹，推进构

建“一张蓝图干到底”国土空间

管理格局。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

10 日在此间解读《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

类指南（试行）》时说，按照统一

标准明确国土空间用途分类，是

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

楚，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

前提和基础。这一分类指南依

据国土空间主要配置利用方式、

经营特点、覆盖特征等因素，对

国土空间用地用海类型进行归

纳、划分，采用三级分类体系，

共设置 24种一级类、106种二级

类及 39 种三级类，反映了我国

国土空间配置与利用的基本功

能和管理需要。

据介绍，分类指南体现“全

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按照“统

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

统一平台”要求，适用于国土调

查、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并延伸

到土地审批、不动产登记等；实

现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覆盖，首

次将海洋资源利用纳入，实现陆

域、海域全覆盖；设置“湿地”并

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含

义进行修改完善，在陆域实现生

产、生活、生态等各类用地全覆

盖；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特点，

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设置“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实

现建设用地全覆盖；为满足空间

差异化与精细化管理需求，设置

了城乡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物

流仓储用地；为满足未来发展不

确定的规划需求，设置“留白用

地”。

据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

划局局长张兵介绍，我国原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海洋

功能区划等各类空间规划在用

地用海分类上都有相应的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由于分类管

理目标不同、标准内涵不一，存

在同一国土的规划用途和管理

要求不同等问题，造成原空间规

划重叠冲突，已不适应高质量发

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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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慧 潘清

今年公募基金市场规模迅速扩

大，连续迈过 15 万亿元、16 万亿元、17
万亿元、18 万亿元大关，可谓气势如

虹。截至 10 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攀

升至 18.31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我国公募基金发展史上，年度规

模增长超 3 万亿元的仅有 2015 年，达

到 3.86 万亿元。 2020 年还没过完，年

度规模增长能否超越 2015 年？人们拭

目以待。

公募基金市场火爆离不开赚钱效

应的加持。

截至 12 月 7 日，今年超过 53％的

公募基金盈利在 10％以上。其中，股票

型基金平均上涨超 34％，混合型基金平

均上涨超 35％，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

12％，沪深 300指数上涨 22％。

市场数据显示，年内净值涨幅超

过 100％ 的 基 金 产 品 已 经 达 到 13
只。对于投资者来说，假设年初买了

这些基金并持有到现在，投资收益已

经实现翻番。

火起来的公募基金，其实已走过

了 20 多个年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

过起伏，不断向成熟迈进。今年这个

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折射出中国经

济、资本市场和居民理财的深层次变

化。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注册

制改革推进，A股的“游戏规则”不断发

生深刻变化。偏好价值投资的机构投

资者开始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在整个资本市场改革中，鼓励中

长期资金入市、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被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早在 2020 年年

初，证监会就曾在今年“工作计划”中明

确：持续推动提升权益类基金占比，多

方拓展中长期资金来源，促进投资端和

融资端平衡发展。

实际上，权益类基金发行确实也

在 2020年迎来“高光时刻”。到 12月上

旬，已有超过 1300 只新发公募基金产

品成立，合计募资规模突破了 2.7 万亿

元。其中，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

新发规模分别超过 0.29 万亿元和 1.42
万亿元，权益类基金发行火爆程度可见

一斑。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业内人士认

为，曾经偏爱买房子和买银行理财的中

国人，投资的目光开始逐步转向资本市

场。一方面，“房住不炒”越来越深入人

心；另一方面，今年有银行理财出现“负

收益”，相关产品“隐形刚兑”已经打破，

告别“稳赚不赔”时代。

一边是居民理财不断探索的目

光，一边是不断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公募

市场。可以说，这场相遇成为 2020 年

公募基金火热最重要的原因。

在行业规模迅速增长和“爆款”基

金频频亮相的背后，无论是行业机构还

是投资者都要多一份冷静。只有踏踏

实实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行业机构

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毕竟，除了公

募行业，还有银行、信托、保险等诸多财

富管理机构也在“摩拳擦掌”抢占更多

的理财市场份额。

投资者明年能否继续享受基金涨

超 30％的幸福？只有明年市场行情来

作答了。但要谨记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承诺保本还给高收益的都是骗子。

2020财经印象
基金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