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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经济运行情况：2022年 11月份国民经济承压波动明显，在国际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大面积反弹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面临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总体经济恢复动能

减弱；河南省因疫情多地突发、局部暴发等因素遭遇短期供需冲击，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显著回落；与中部六省相比，河南省在生产、消

费与投资各方面都排名靠后，经济恢复面临多重挑战。

 宏观政策跟踪：12月份金融监管部门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规范金

融机构管理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 12
月 15-16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总结了 2022年经

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了 2023年经济工作。12月，

河南省政府在促进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等方面出台多项重要政策，包括；《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关于推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河南省合

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暂行办法》等。此外，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于 12月 19日召开，会议明确了 2023年经济工作计划；中部六

省中其他省份也发布了有关区域合作、产业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政策规划和措施。

 证券市场情况：2022 年 12 月河南指数下跌 2.94%，全年下跌

16.77%，跑输上证指数，跑赢沪深 300指数；12月，豫 A股涨幅

前 3位是好想你、思维列控、明泰铝业，豫 H股涨幅前 3位是大山

教育、建业地产、福森药业；全年涨幅居前的豫 A为神火股份、瑞

丰新材、平煤股份，豫 H为大山教育、中国春来、福森药业。

 上市公司情况：2022年 12月份，郑州、漯河两市分别有 1家公司

在北交所和港交所上市。截至 2022 年末，河南本年净增 10 家 A
股上市公司。目前，河南共有上市公司 130家（A股 107家、H股

29家），河南省 A股总市值 13921亿元，全国排名第 14位，中部

六省第 4位。

 拟上市公司情况：截至 12月末，河南省共有 5家过会拟上市公司，

其中：2家已审核过会，2家已报送证监会，1家进入证监会注册流

程；12月份，10家公司更新 IPO审核进展状态，新受理 2家、上

会被否 1家，截至年末有 13家企业处于 IPO在审状态。

风险提示：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万得资讯及公司公告；统计数据和

分析可能不完全；全球疫情和系统风险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和业绩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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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运行及对比分析

1.1. 全国＆河南

2022年 11月份，国民经济承压波动明显，总体恢复动能减弱。

从生产端看，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工业生产有所放缓，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2%，较 10月份回落 2.8个百分点。其中，生活必需品和新能源、新动能产品产

量保持增长，维持着工业经济的韧性。

从消费端看，由于本土疫情波及全国多数省份，居民出行减少、消费场景受限，非必需类

商品销售和聚集型消费受到明显冲击。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615亿元，同比下降

5.9%。其中，商品零售下降 5.6%，主要表现为市场规模占比较大的出行类商品销售下降；餐

饮等接触式消费也受到较大影响，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8.4%。

从投资端看，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20043亿元，同比增长 5.3%。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3.0%、13.2%，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

的主要动力。此外，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1-11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8%，同期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2125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3.3%。

从进出口看，11月份我国进出口金额分别同比下降 10.6%和 8.9%，相比 10月份分别回

落 9.9个百分点和 8.7个百分点，降幅进一步扩大。

总体来看，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

别为 48%、46.7%和 47.1%，均低于临界点，说明我国 11月份经济景气度不高。

图 1：2022年 1-11月全国和河南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图 2：2022年 1-11月全国和河南社消零售总额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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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2年 1-11月全国和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图 4：2022年 1-11月全国和河南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11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显著回落。

从生产端看，11月份，我省工业经济波动明显，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 10月份

的同比增长 7.1%转为 11月份的同比下降 3.3%，回落幅度达到 10.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

电力、烟草、汽车这 4个行业的下拉作用明显，合计由 10月份的上拉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 2.9个百分点，转为 11月份的下拉 5.8个百分点，是全省工业增速由正转负的主因。

从消费端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消费数据持续下滑。11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98.59亿元，同比下降 7.9%，降幅比上月扩大 4.7个百分点。具体表现为批发零售业、住宿

餐饮业零售额均同比下降且降幅较大，同时基本生活及药品消费需求增长。

从投资端看，1-11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7%，比上月回落 1.6个百分点。其

中，1-11月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1.2%，降幅比上月扩大 2.8个百分点，下拉全省投

资增速 3.3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销售成绩也不如人意，1-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

别同比下降 13.0%、20.0%，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2.9、2.4个百分点。

图 5：2022年 1-11月全国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速（%） 图 6：2022年 1-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第 6页 / 共 25页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图 7：2022年 1-11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图 8：2022年 1-11月中国综合 PMI产出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

1.2. 河南＆中部六省

从生产端看，11月份河南工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总体来看，除山西省以外，中部其他五

省 11月份工业经济增速都有不同程度回落。其中，河南省 11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正转

负，降幅最大。同期，湖南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相比上个月回落 1.2个百分点，降幅最小。

山西省是中部六省中唯一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增长的地区，从 10月份的同比增长 4.6%到

11月份的同比增长 5.5%。山西省工业生产的亮眼表现一方面归功于煤、气、电等国家能源的

保供，另一方面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的增长拉动。而河南省在 11

月因疫情原因，工业生产循环受到冲击、企业产销衔接不畅、经营困难增多，多数行业面临较

大压力，生产进度有所放缓。

从消费端看，11月份河南省消费数据持续走低。总体来看，11月份中部六省的消费情况

都不容乐观，大多省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呈下降趋势，且降幅进一步扩大。具体

分析，各省消费以基本生活类商品和中西药品类商品为主。除此之外，江西省在新能源汽车类

商品的消费方面具有强劲势头，助推市场消费潜力的释放。而河南省出行类商品持续下拉，缺

乏有力的消费支撑点。

从投资端看，河南省 1-11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不及中部其他省份。在中部六省中，湖北

省 1-11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增长的态势，同比增速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达到 15.1%。

同期河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 7.7%，与湖北省相差 7.4个百分点。其他中部省份的投

资增速均与上月相比没有明显差距。从投资领域来看，河南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和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而湖北省的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都有所增长，其

他省份也都有重大项目投资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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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部六省 11 月份经济运行数据

省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11 月同比

增速（%）

1-11月同比

增速（%）

11 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亿元）

同比增

速（%）

1-1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亿元）

同比增

速（%）

1-11月同比增速（%）

河南 -3.3 5.1 2098.59 -7.9 22112.06 0.3 7.7

湖北 2.0 7.0 2191.94 -5.7 19431.03 3.0 15.1

湖南 6.3 7.3 1665.98 -2.0 17260.85 2.6 7.8

安徽 6.9 6.2 - - - - 8.9

江西 6.2 7.3 1234.6 1.8 11450.8 5.5 8.8

山西 5.5 8.2 613.2 -14.2 6915.8 -2.3 6.0

注：11 月份安徽省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544.3 亿元，同比下降 5.5%；1-11 月，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6%。

数据来源：各省统计局，中原证券

2. 宏观政策跟踪

2.1.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相关政策

12月份金融监管部门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规范金融机构管理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主

要政策归纳如下：

（1）12月 2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主

要内容包括：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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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监测等管理规则。二是规范登记及账户开立流程，熊猫债发行前在银行办理登记，允许分期

发行中首期登记开户、后续发行后逐次报送发行信息，并可共用一个发债专户。三是完善熊猫

债外汇风险管理，境外机构可与境内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管理汇率风险。四是明确发

债募集资金可留存境内，也可汇往境外使用。《通知》的印发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便利了境外机构在境内债券市场融资。

（2）12月 2日，上交所制定完成新一轮《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和

《中央企业综合服务三年行动计划》，深交所制定《落实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

案（2022-2025）> 工作方案》。上交所的三年行动计划紧扣服务实体经济主线，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支持和倾斜力度，注重发挥化解上市公司风险

在防范资本市场整体风险中的作用，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改善市场生态，不断凝聚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的合力和共识。深交所的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时间表、路线图、任

务书，力争经过三年努力，进一步巩固深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推动形成一批主动服务

国家战略、创新能力突出、公司治理规范、经营业绩长期向好、投资者回报持续增强、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的上市公司群体。

（3）12月 12日，为筹集财政资金，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财政部发行 2022年

特别国债。本期国债为 3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债，发行面值 7500亿元，可以上市交易，发行日

和起息日为 2022年 12月 12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面向境内有关银行定向发行，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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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面向有关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3）12月 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纲要》明确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大意义、中长期目标和重点任务，同时按照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投资再生产的扩大内需全链条，从全面促进消费、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提高供给质量、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

升安全保障能力等八个方面作出部署，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4）12月 15-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总结了 2022

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了 2023 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经济工作要以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方向，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扩大国内需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5）12月 2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在沈阳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

市等 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 3年。目前已累计 11个

城市获得试点资格。《批复》要求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的

组织领导，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差异化探索，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等方面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服务业的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

（6）12月 27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通

知》从金融企业收支管理、金融资产管理、金融企业会计核算、财政部门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

人职责等方面做出 14条规定，以进一步加强金融资产管理，维护金融债权，有效防范金融风

险。

（7）12月 27日，银保监会发布《外国银行分行综合监管评级办法（试行）》。《办法》

规定，外国银行分行综合监管评级等级和档次设置与核心要素评级一致，从 1至 5分为五个等

级。其中，1级细分为 A、B两个档次，2级、3级和 4级分别细分为 A、B、C三个档次。外

国银行分行监管评级周期为一年，评价期间为上一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年度评级工作原

则上应于每年 3月底前完成。

（8）12月 30日，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管理办

法》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关于总体目标、机构范围、责任义务、监管主体和工作原则的规定；

二是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三是规范银行保险机构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八项基本权

利；四是加强行业监督管理；五是明确适用范围、解释权和实施时间。《管理办法》将自 2023

年 3月 1日起施行。

（9）12月 30日，全国人大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并自即日起

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六章四十九条，主要规定涉及建立金融稳定工作机制，强化金融风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