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发展战略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政府工

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公司的战略定位是围绕国家鼓励的实体经济产业，聚焦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消费的发展，

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业展开布局，选择具有较强持续盈利能力，现金流良好、掌握

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投资和管理，继续夯实产业投资及管理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用好资本市场工具，以资本促产业。

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将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变化趋势以及境内外的行业政策、发展机遇、系

统风险，围绕既定战略定位，扩展产业布局，利用资源优势，做优做强上市公司，努力提高

投资者收益，实现战略目标。 

  

1、建材生产业务的发展展望    

 

2023年公司认为建材行业发展行情将好于 2022年，回归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 2023 年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2.2%，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行各业需求复苏；二是 2023

年 1至 3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6万亿元，同比下降 5.8%，降幅收窄。房地产市场

将在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购房需求的政策导向下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带动建材需求回升；三

是 2023 年 1至 3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1%。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

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仍将适度超前保持高位增速，继续发挥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2023年四川省 GDP 预期增长 6%，公司主要的建材生产业务覆盖区域为以宜宾市为中心

的四川省南部，宜宾市有望重新实现 GDP 6-8%左右的快速发展，渝昆高铁、动力电池生产

基地等重点工程项目将会持续建设，能够继续为公司业绩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信心。 

  

2、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发展展望  

  

2022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效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经济总量迈

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尽管 2022 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导致募资市场出现一定起伏，但整体来看我国股权投资

市场仍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并将在日趋完善行业底层制度与各类资金积极参与的前景下

持续发展。近期，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引导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未来行业监管

愈发健全，行业合规水平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政策松绑下险资、社保基金也进行了诸

多有益尝试，而证监会在 2023 年 1 月发布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203 号）及其配套规范性文件将放宽自管资金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及市场主体投融资需求。此外，经济环境预期回暖，各类资本在过往三



 

 

年中积蓄的“活力”或将逐步释放，长期来看各类资本将有序地参与到股权投资中，共同增

加募资市场的资金供给。 

我国长期以来不断加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创新活动的全链条部

署，创新能力持续提升，自主创新发展形成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将为私募股

权基金创造大量价值投资的机会。长期资金的积极参与将分享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带来的红利。 

在国家宏观政策不断支持的大环境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蓬勃发展，融资需求日渐提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方面具有投资

策略灵活、 风险承受能力较大等特点，更加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做好企业发

展的“发动机”，为企业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分担了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风险，

极大降低了社会培育新兴产业的成本，推动产业又快又好地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金

融支持创新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直接推动了被投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金融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推动实体产业与金融的良性互动，

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我国私募投资基金作为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肩负时代重任，把握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全新挑战和发展机遇，私募行业

将更加规范化、市场化和专业化。 

2022 年，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环境，硬科技领域支持力度加大，平稳中变化进一步显

现：一是机构投资版图进一步细化，深入特定赛道或领域挖掘项目；二是中西部及东部沿海

地区活跃度提升，伴随机构搜寻项目下沉区县，有望成为市场新的增长点；三是部分机构向

前探寻潜力项目，更早发挥链接和整合资源能力赋能企业发展；四是除了增资和受让老股等

投资方式外，机构加快探索以发起设立、S 交易等形式获取项目份额。未来，随着供应链压

力降低、投资者信心回升，股权投资市场有望升温。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清科研究中心） 

 2023 年 2 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多层次资本市场将与产业、投资构建无缝衔接的价值发现和筛选机制，加速产业

与资本的融合，有力畅通了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全面注册制将从机制层面优化完善

资本市场生态，更好地满足产业融资需求。一级市场投资机构也有望受益于退出渠道的进一

步畅通，实现“募投管退”的正向循环，IPO 常态化发行为创投基金退出提供了市场化保障机

制。 

公司将紧紧围绕既有的战略定位，以国家法律法规、经济发展政策为指导，秉持价值投

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聚焦先进制造、大消费等行业，推进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参

与投资的产业基金积极寻找优质企业投资机会，不断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盈利质量。

公司也将会继续夯实基金管理业务，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围绕国家鼓励的实体经济产业，继

续拓展基金业务，根据公司的规划不断推进基金管理业务的发展，不断提升基金管理业务的

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随着基金逐步进入项目退出阶段，公司将充分利用多层次的

资本市场体系渐趋完善带来的新机遇，凭借自身的专业能力及优质渠道资源，积极提升存量

项目价值，结合所投项目的业务形态和发展阶段，通过首发上市、并购、回购及转让等多种

方式积极推进已投项目的退出，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力争最大程度实现投资收益，努力为

全体股东创造价值和回报。 

 在新变局之下，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公司将积极抓住投资机遇，进一步提升投资业

务的智能化程度，推进投资业务平稳快速发展，同时，不断增强投资团队的忧患意识和底线

思维，持续提升运营治理、投后赋能水平，全面提升“硬实力”与“软实力”，保持公司健康平

稳运行和长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