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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小说 ，如

有雷同 ，纯

属巧合。风 雨

来自晨星的数据显示 ，持

有贵州茅台最多的基金， 来自

一家外资机构。 截至 2020 年三

季度末， 该机构旗下的一只基

金持有 761 万股贵州茅台 ，价

值 18.71 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

122.17 亿元， 为全球持有茅台

市值最多的单只基金。

这只基金就是万亿资管机

构资本集团旗下的美洲基金-

欧洲亚太成长基金（Euro-Pa鄄

cific Growth Fund），该基金最

新管理规模 1821.81 亿美元。基

金信息披露报告显示， 截至三

季度末，美洲基金-欧洲亚太成

长基金持有贵州茅台 761 万

股，占基金净资产的 1.14%。

“有人说，‘美洲基金-欧洲

亚太成长基金’ 持股数量超过

761 万股，却没有进入茅台的前

十大股东名单？ 机构人士分析

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资本集团

持有的贵州茅台是通过沪港通

买入， 海外机构若通过沪港通

买入贵州茅台， 会统计在香港

中央结算公司项下， 不显示底

层机构名称。 ”郁教授道。 贵州

茅台三季报显示， 截至三季度

末， 香港中央结算公司持有约

1 亿股贵州茅台。 玄机可能就

在这里。 而打开不少上市公司

报表，这种情况还真不是个别。

赢时胜股东名单里也有 “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难怪贵州茅台一直都很

坚挺， 原来外资一直埋伏在里

面。 ”劳七桃似恍然大悟。

“那也不一定，赢时胜股价

不是就跌得稀里哗啦吗？ ”华风

道。 股票能被外资认可当然很

重要， 但不是每只个股都能成

为贵州茅台。

“再说股价这玩意定价权

在机构手里， 机构认可上市公

司基本面， 价格就由他们说了

算， 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就

会有上佳表现。 ”高智认为中小

投资者研究能力有限， 发掘价

值牛股的本事总是有限的。

“所以既然没有机构的研

发优势， 那还是老老实实做短

线， 只要能够从交易中获得收

益，幸福感是一样的。 ”娇娇说。

“昨选一只超跌股，该股前

期连续拉升，最近下跌得厉害，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抢到反弹。 ”

华风尽管捕捉短线强势品种武

艺高强，但嘴上还是很谦虚，也

深知做短线风险难测， 所以嘴

上说话总是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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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凭的是什么

上海，一直走在中国开放的前列。

1980年7月，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

电梯厂成立，成为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这之后，更多的外资企业纷至沓来：我国

第一个中外合资整车制造厂、第一家中外合

资通信企业纷纷落地，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

区在沪设立后，上海的开放再次提速，全国首

家股份制外商投资性公司、外资控股证券公

司等一批首创项目纷纷落地。

携手上海，深耕中国，这些老朋友看中的

是一份与上海共同成长的情谊，越来越大的

中国“朋友圈”让他们持续坚定乐在上海。

在上海深耕 40 年后，迅达集团中国区

首席执行官施达毓说：“我们还想在上海再

干 40年！”

“上海是全球人才的集聚地，对创新也

非常友好。”施达毓介绍，2021 年迅达计划

在上海新投资 3亿元，扩大其位于上海嘉定

区的制造工厂以及研发中心。

第一个中外合资整车制造厂———上汽大

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与产品管理执行副总经

理舒瑞德说，虽有疫情影响，但上汽大众快速

复工复产，位于上海嘉定区的上汽大众新能

源汽车工厂在 10月正式投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里，上海扮演着

亮眼的角色。

不久前落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疫情防控之下，商业展览面积比上届扩大

近 3万平方米，参展各方意向成交额按一年

计增长了 2.1%。以进博会为窗口，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新品牌正在加速生根，以进博

会为平台，一系列贸易合作也在加速落地。

2020年 3月，日本美妆巨头资生堂在中

国已有两个研发基地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中

国的投资，把在中国的第三个研发基地落户在

上海的奉贤区东方美谷。在第三届进博会开幕

前，资生堂还与进博局签订了从明年开始的三

年合作备忘录，与进博会“再约三年”。

加码投资、签下长约，资生堂用脚为中国

市场的活力投票。“疫情没有改变资生堂对

中国市场的信心，我们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实

现日本海外首秀的品牌‘御银座’收到了良

好的反馈，计划在 2021 年正式进入中国市

场。”资生堂中国对外事务副总裁中原杏里

介绍，中国是资生堂海外第一大市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未来也将给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2020 年 4月，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这是国务院条例施行后地方出台

的第一部优化营商环境立法。条例通过后，

上海市人大随即启动了实施情况专项监督，

将这一条例细化出不同部门对应落实事项

185项，并要求每个部门逐条自查，并落实相

关配套政策。12月 10日，这些来自 40多个

部门的对应配套文件由上海人大网全部公

开，实现了条条款款“有迹可查、有案可循”，

“晒在阳光下”，形成了全社会对营商环境的

监督氛围。

政府动真格，企业真感受。“疫情给全球

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在上海我们充满信

心，因为这里有着优质的营商环境。”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总裁及总经理薛逸骏说，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是企业在海外的最大投资项目，

也一度是全球唯一一个依然开放的乐园，这

离不开上海政府的支持，来自上海迪士尼的

抗疫经验更被“输出”到世界各地。

企业感受到的直观营商环境优化，在世

界银行的报告中也有所体现。2020 年年中，

世界银行发布的专题报告认为，中国的营商

环境在过去几年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排

名从 2018 年的第 78 位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31 位，上海作为参与测评的城市之一，权重

高达 55%。

“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上海市商务

委主任华源说，下一步，上海还将有序推进电

信、互联网、医疗、交通运输等领域扩大开放，

并主动争取国家其他扩大开放政策措施在上

海先行先试。

据新华社报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上海 2020 年实际吸收外资预计将创下

新高，首次突破 200 亿美元。 从 1980 年上海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来，40 年间，

上海吸收外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上海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2700

亿美元，约 6 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此汇聚。疫情挡不住历史新高，上海凭的是什么？外

资到底看中了上海的哪些特质？

40年外资新朋旧友 见证上海开放步伐

疫情挡不住历史新高，

年 终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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