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头公司大象起舞

价值投资聚焦“新蓝筹”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代表大型龙头企业的上证5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4万亿元，净利润1.2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加10%、11%，占沪市整体营业收入的56%，整体利润的72%；上证18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5万亿元，净利润1.50万亿元，同比增速均为11%，占沪市整体营业收入的72%，整体利润的87%；沪深300成分股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同样实现“双增” 。

以科技型蓝筹、国家战略蓝筹、创新消费蓝筹为代表的“新蓝筹”正在绽放成长价值。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对价值蓝筹投资逻辑的认同与回归，军工、工业互联网、5G、大健康等行业龙头将吸引主流资金集中入场。

龙头公司精研主业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 ，今年以来，龙头上市公司“中流砥柱”作用进一步显现，“行业集团军”得到培育。 其中，既有中国石油、中国神华、“五大行”等支柱型公司，也有中国建筑、海尔智家、三一重工、中国中车等各行业龙头。 这些优质龙头公司精研主业、深耕优势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市值看，兴业证券策略组分析师周琳表示，通过选取2019年年中各行业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作为龙头公司样本发现，这些公司的市值、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高达52%、60%和57%。 消费行业的食品饮料、家电的核心资产市值占比高达76%和75%，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居前。 沪深300蓝筹公司主要集中在金融、采掘、食品饮料、交通运输、房地产等传统行业支柱产业的业绩稳定优良，股息率具备优势。

从公司经营指标看，龙头公司体现出强劲的增长力。 行业龙头公司上半年整体收入增长12%，非行业龙头公司为8%，全部A股为10%。 在利润层面，龙头公司和非龙头公司的分化更大：行业龙头公司上半年整体增长为10%，非行业龙头公司仅为3%，全部A股为7%。

龙头公司行业占比进一步扩张，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 以房地产业为例，从2016年至今，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销售额CR10（行业前十名份额集中度指标）由2015年年底的17%提升至2019年年中的27%。 2019年年中相对于2015年年底，九家公司保持行业龙头地位。

新兴产业正涌现新的成长机遇，创新型企业逐渐成长为行业龙头。

“金融加速器”效应明显

今年以来，龙头公司融资能力提升在量价方面表现亮眼，“金融加速器”效应明显。 上市公司凭借优良业绩、充裕现金流及强大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估值和信用资质，将多渠道低成本融资转化为科研投入并用于扩大再生产，助力高质量发展。

周琳分析，龙头公司融资成本低，债权融资利率可作为较好的体现指标。 以房地产业为例，2018年年底，某非龙头知名公司2年期4亿美元有限票据融资成本为9.85%，某龙头企业3年期20亿人民币中期票据的融资成本仅为4.03%。 龙头公司比非龙头公司在量上也体现出一定优势。 以股权融资为例，龙头公司规模占比逐年提升。

周琳认为，龙头公司融资呈现三方面新特点。 一是龙头公司更倾向于直接融资。 其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沪深300公司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比重分别为67%、67%、59%；全部A股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比重分别为56%、55%、48%。 二是龙头公司更倾向于债券融资。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沪深300公司债券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分别为63%、64%、55%，全部A股债券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分别为50%、52%、44%。 三是优先股和可转债作为融资方式更受龙头股青睐，占比逐步提升。

此外，国信证券发布2019年8月外资持仓变动跟踪显示，龙头公司融资能力不断提升。 从持仓占比板块分布看，创业板连续八个月占比持续上升。 从各行业持仓占比看，外资仍看好大消费类，加仓医药生物和食品饮料，行业分布更集中。

创新助力“新蓝筹”崛起

资本市场是经济转型升级重要助推器，影响着经济新动能锻造。 当前，在科创板引领下，A股市场科技成长股涨势明显，芯片替代、半导体、消费电子、集成电路等细分领域备受追捧。

市场人士指出，A股股票估值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以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追求的战略蓝筹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科创蓝筹公司和以创新型消费与服务为核心价值的创新消费蓝筹公司为代表的“新蓝筹”正在崛起。

周琳表示 ，五方面 因素正 在催化“大 创新时 代” ，经济 转型将 助力“新蓝 筹” 崛起 。 一是大 国战略，以 建设现 代化经 济体系 作为战略 支撑 ；二 是基础 设施 ，以 5G建设为代 表；三是 创新人 才 ，中国正 在成为 全球人 才的聚 集“高地” ；四 是一级 先导 ，近 几年创 投机构对 技术创 新型企 业投资不 断加大 ，有望孵 化出一 批代表性 企业，为 二级市 场注入 活力 ；五是 政策导 向 ，以科 创板为代 表的政 策和制 度建设 对“新蓝筹 ” 提供了 发展支 持 。 新蓝 筹投资方 向如军 工、工业 互联网、 5G 、大 健康等 将引导 主流资 金的投资 。

有市场人士指出，对资本市场而言，新蓝筹代表着投资方向，引导主流资金的投资方向，能够更好地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好地让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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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信托财产总规模逾23亿元

□

本报记者 薛瑾

自2016年9月《慈善法》实施以来，

慈善信托逐步成为“金融+慈善” 一种新

的实践方式。慈善中国官网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9月29日，全国共有220单慈善信

托备案， 财产总规模达到23.21亿元，其

中9月备案的慈善信托有8单， 较8月出

现明显增加。 随着9月26日云南省首单

采用“双受托人” 模式的慈善信托完成

备案， 全国完成慈善信托备案的省市已

经达到23个。

慈善信托增长快

《慈善法》专设“慈善信托” 一章，

为慈善信托的开展设立了政策便利，被

业界认为是慈善信托发展的重要起点。

中诚信托日前发布的 《2019年度慈善

信托研究报告》显示，《慈善法》实施3

年以来，慈善信托数量持续增长，慈善

信托诞生第一年， 全国共备案42单慈

善信托； 第二年为59单， 同比增长

40%；第三年为108单，同比增长83%，

增速显著。

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虽然慈善信托是信托公司在监管评级中

的加分项， 但公益性质让其盈利空间狭

小。 另外，慈善信托不属慈善捐赠，难以

享受税收优惠， 都是其持续发展的制约

因素。

受托模式有创新

根据记者观察，目前200余单慈善信

托中， 信托公司作为单一受托人的慈善

信托占比约为八成。 但近段时间以来，

“信托公司+公益组织” 作为共同受托人

的“双受托人” 模式逐渐浮出水面，并受

到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认可。

9月26日完成备案的云南首单慈善

信托“扬梦助学慈善信托”就采用了“双

受托人”模式，由云南信托和云南省青少

年基金会共同担任受托人。

云南信托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

一模式有利于慈善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获

得税收优惠， 提升慈善项目的可持久性。

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表示，慈善借力信托

优势，有利于公益财产的保值增值和对公

益财产的多方位监管，对未来各类社会公

益力量的具体实践起到积极示范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项目也实现了“产

品设计”上的创新，以“扶智” 助力教育精

准扶贫。 不同于以往教育慈善项目捐助“硬

件设施”，该项目募集资金用于引入“新型

教育模式”， 即成都七中的“远程直播教

学”模式，帮扶云南贫困学校培养人才。

用益信托网指出， 共同受托人模式

在慈善资金管理、 慈善活动支出等方面

可以实现灵活安排， 一定程度上可以实

现慈善组织委托金融机构投资理财的目

的，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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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快看快看，这是我们国家第

一辆‘红旗’ 汽车。 ” 一位年轻的

母亲对儿子说。 在“伟大历程 辉

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的现场，

类似的话语不绝于耳。

展览以编年体为时间主线，分

为序厅、屹立东方、改革开放、走向

复兴、人间正道五个部分。 步入展

馆，仿佛坐上时光机，“穿越” 回每

一个光辉时刻。 沿着“时间轴” 从

1949年走到2019年， 一张张图片、

一件件模型、一段段视频，浓缩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披荆斩棘、砥砺

奋进的辉煌历程。

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遥想当

年，年轻父母对孩子讲述英雄人物

的事迹，透着稚气的小朋友不断提

出各种问题……虽然参观者年龄、

口音各异，但无不感叹着70年来新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第一批国产“解放” 牌汽车下

线、第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研

制成功、第一颗极轨气象卫星发射成

功、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如今，我国高铁里程和高速公

路里程已跃居世界第一，研发了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口径的

射电望远镜和世界运算速度最快

的超级计算机……这些“第一” 就

是7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的最佳注脚。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

贸易第二大国、对外投资和吸收使

用外资第二大国。

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干出来、拼出来的。 在这些伟大成

就的基础上， 中国将继续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和培

育新动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王舒嫄）

健康产业有望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9日消

息，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部门日

前联合印发 《促进健康产业高质

量发 展行动 纲 要（2019-2022

年）》，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

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

系，优质医疗健康资源覆盖范围进

一步扩大，健康产业融合度和协同

性进一步增强，健康产业科技竞争

力进一步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达

到更高水平，形成若干有较强影响

力的健康产业集群，为健康产业成

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奠

定坚实基础。

《行动纲要》提出，加快发展

“互联网+医疗” 和积极发展“互

联网+药品流通” 。 支持依托实体

医疗机构独立设置互联网医院，规

范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提高优质

医疗服务的可及度，积极发展互联

网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推动

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建立互联网

诊疗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

息互联互通、 实时共享的渠道，支

持在线开具处方药品的第三方配

送。 加快医药电商发展，向患者提

供“网订（药）店取”“网订（药）

店送”等服务。

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史立臣表示，加快发展“互

联网+医疗” ， 将实现患者检查数

据的互联互通，大大缓解患者的医

疗消费费用压力。 “互联网+药品

流通” 方面，明确未来互联网平台

上的处方药流通将以药店为核心，

而不是以线上平台为核心。这一提

法将利好大型连锁药店，为其提供

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

《行动纲要》 还提出建设区域

医疗中心。史立臣认为，建设区域医

疗中心是未来医改的重要方向之

一， 将有效解决过去医疗中存在的

利益分配、 患者分配等诸多实际问

题， 有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

利用，加快分级诊疗的落地步伐。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健康中

国” 战略的持续推进，健康产业成

为各方资本竞相追逐的朝阳产业。

事实上， 自2017年以来， 阿里巴

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争相入局健

康产业， 万亿级产业格局初步形

成。（傅苏颖 刘丽靓）

商务部：稳外贸取得积极成效

进一步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部长钟山29日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

五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商务部采取多

种措施，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 下一步将从三方面做好稳外贸工

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此外，商务

部还将多方面推动消费升级， 促进形成

强大的国内市场。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

表王受文表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

经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下一步，商务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快探索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进程。

推动稳外贸政策尽快落地

钟山表示，商务部采取了多种措施，

全力以赴稳外贸，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规模稳定。 商务部推动出台新

的稳外贸措施，不断优化服务，提高外贸

便利化水平。 今年前8个月，进出口同比

增长3.6%。从全球看，中国的出口增速高

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整体水平。 二是质量

提升。 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出口快速增长，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 三

是结构优化。 国际市场布局进一步优化，

商品结构持续升级， 民营企业活力进一

步增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谈及下阶段稳外贸措施，钟山表示，

商务部将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在政策

落实上下功夫， 推动稳外贸政策尽快落

地、早见成效。 二是在优化市场布局上下

功夫。 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重点，鼓励

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完善国际营销网络。

三是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强化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

贸易。 同时，积极扩大进口，大力发展服

务贸易，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继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

谈及下一步自贸试验区建设， 王受

文表示，在6年多的时间内，商务部会同

有关方面全力支持自贸试验区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全面推进自贸试验区的

各项改革试点任务， 各项工作取得一系

列成绩。下一步，商务部将发挥好自贸试

验区联席会议办公室作用， 继续推进自

贸试验区建设。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王

受文表示， 前段时间， 商务部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海南实际，在投融资、财政税务、金

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深入研究海南自

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已经取得

阶段性进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 进一步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进程，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

境更优、 辐射带动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

新高地。

有能力保持猪肉价格稳定

“推动消费升级， 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商

务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 钟山表示，商务

部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城市消费方

面，重点加快步行街的改造提升，发展

连锁便利店、改造菜市场等便民商业网

点。 乡村消费方面，着力推动工业品下

乡、农产品进城。 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

农村，加快落实电商扶贫举措，活跃农

村市场，带动农民增收。 服务消费方面，

在增加供给上下功夫。 同时，深入推进

家政扶贫，促进贫困地区劳务人员与家

政企业对接。

关于猪肉涨价问题，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回应称， 近期受非洲猪瘟等多种

因素影响，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商务部从

保障猪肉供应、稳定市场价格方面，会同

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取得一定

成效。

钱克明表示，目前各部门、各地方正

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促进生猪产能加

快恢复，做好猪肉进口和储备调节。 同时

增加牛羊肉和鸡肉等市场供应。 总的来

看，商务部有信心、有能力保障肉类市场

供应，保持猪肉价格基本稳定。

龙头公司大象起舞

价值投资聚焦“新蓝筹”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代表大型龙头企业的上证50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9.84万亿元，净利润1.24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加10%、11%，占沪市整

体营业收入的56%，整体利润的72%；上

证18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5万亿元，

净利润1.50万亿元，同比增速均为11%，

占沪市整体营业收入的72%， 整体利润

的87%；沪深300成分股公司营收和净利

润同样实现“双增” 。

以科技型蓝筹、国家战略蓝筹、创新

消费蓝筹为代表的“新蓝筹” 正在绽放

成长价值。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对价值蓝

筹投资逻辑的认同与回归，军工、工业互

联网、5G、 大健康等行业龙头将吸引主

流资金集中入场。

龙头公司精研主业

作为中国经济“脊梁” ，今年以来，

龙头上市公司“中流砥柱” 作用进一步

显现，“行业集团军” 得到培育。 其中，既

有中国石油、中国神华、“五大行” 等支

柱型公司，也有中国建筑、海尔智家、三

一重工、中国中车等各行业龙头。 这些优

质龙头公司精研主业、深耕优势领域，实

现高质量发展。

从市值看， 兴业证券策略组分析师

周琳表示， 通过选取2019年年中各行业

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作为龙头公司样

本发现，这些公司的市值、收入和利润占

比分别高达52%、60%和57%。 消费行业

的食品饮料、 家电的核心资产市值占比

高达76%和75%， 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居

前。 沪深300蓝筹公司主要集中在金融、

采掘、食品饮料、交通运输、房地产等传

统行业支柱产业的业绩稳定优良， 股息

率具备优势。

从公司经营指标看， 龙头公司体现

出强劲的增长力。 行业龙头公司上半年

整体收入增长12%， 非行业龙头公司为

8%，全部A股为10%。 在利润层面，龙头

公司和非龙头公司的分化更大： 行业龙

头公司上半年整体增长为10%， 非行业

龙头公司仅为3%，全部A股为7%。

龙头公司行业占比进一步扩张，行

业集中度快速提升。以房地产业为例，从

2016年至今，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销售

额CR10（行业前十名份额集中度指标）

由2015年年底的17%提升至2019年年中

的27%。2019年年中相对于2015年年底，

九家公司保持行业龙头地位。

新兴产业正涌现新的成长机遇，创

新型企业逐渐成长为行业龙头。

“金融加速器”效应明显

今年以来， 龙头公司融资能力提升

在量价方面表现亮眼，“金融加速器” 效

应明显。上市公司凭借优良业绩、充裕现

金流及强大综合实力， 不断提升估值和

信用资质， 将多渠道低成本融资转化为

科研投入并用于扩大再生产， 助力高质

量发展。

周琳分析，龙头公司融资成本低，债

权融资利率可作为较好的体现指标。 以

房地产业为例，2018年年底，某非龙头知

名公司2年期4亿美元有限票据融资成本

为9.85%，某龙头企业3年期20亿人民币

中期票据的融资成本仅为4.03%。龙头公

司比非龙头公司在量上也体现出一定优

势。 以股权融资为例，龙头公司规模占比

逐年提升。

周琳认为， 龙头公司融资呈现三方

面新特点。 一是龙头公司更倾向于直接

融资。 其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

半年，沪深300公司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

比重分别为67%、67%、59%；全部A股直

接融资占融资总额比重分别为56%、

55%、48%。 二是龙头公司更倾向于债券

融资。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

沪深300公司债券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

分别为63%、64%、55%，全部A股债券融

资占全部融资比重分别为50%、52%、

44%。 三是优先股和可转债作为融资方

式更受龙头股青睐，占比逐步提升。

此外，国信证券发布2019年8月外资

持仓变动跟踪显示， 龙头公司融资能力

不断提升。 从持仓占比板块分布看，创业

板连续八个月占比持续上升。 从各行业

持仓占比看，外资仍看好大消费类，加仓

医药生物和食品饮料，行业分布更集中。

创新助力“新蓝筹”崛起

资本市场是经济转型升级重要助推

器，影响着经济新动能锻造。 当前，在科

创板引领下，A股市场科技成长股涨势

明显，芯片替代、半导体、消费电子、集成

电路等细分领域备受追捧。

市场人士指出，A股股票估值结构

正在发生变化，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核心

追求的战略蓝筹公司、 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价值的科创蓝筹公司和以创新型消费

与服务为核心价值的创新消费蓝筹公司

为代表的“新蓝筹”正在崛起。

周琳表示， 五方面因素正在催化

“大创新时代” ，经济转型将助力“新蓝

筹” 崛起。一是大国战略，以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作为战略支撑； 二是基础设

施，以5G建设为代表；三是创新人才，中

国正在成为全球人才的聚集 “高地” ；

四是一级先导，近几年创投机构对技术

创新型企业投资不断加大，有望孵化出

一批代表性企业， 为二级市场注入活

力；五是政策导向，以科创板为代表的

政策和制度建设对“新蓝筹” 提供了发

展支持。 新蓝筹投资方向如军工、工业

互联网、5G、 大健康等将引导主流资金

的投资。

有市场人士指出，对资本市场而言，

新蓝筹代表着投资方向， 引导主流资金

的投资方向， 能够更好地起到资源配置

的作用， 更好地让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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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上接A01版）他们身上生动

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他们的事迹和贡献将

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党和国家历来高

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

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

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

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 英雄模范

们都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 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都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

私奉献， 其中很多同志都是做隐

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典型，

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 希

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用坚定的信仰、信念、信

心影响更多的人。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关心、关怀、关爱英雄模范，

推动全社会敬仰英雄、 学习英雄，

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习近平指出，今天，受到表彰

的还有长期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

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我

们衷心感谢他们对中国发展作出

的贡献。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

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让我们这个星球越来越美好。

仪式上，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

旭华、 友谊勋章获得者玛哈扎克

里·诗琳通代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发言。

颁授仪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

志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

委委员出席颁授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

京市负责同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

单位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全国

先进模范人物代表，有关国家驻华

使节，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约

1000人参加颁授仪式。

金融委会议

“点名”政策性金融机构“深改”

（上接A01版）有效引导中小

银行下沉重心、服务当地，支持民

营和中小微企业。

对于补充的手段和工具，广

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认

为，从内部而言，应完善银行内部

治理结构， 鼓励银行通过内部留

存收益及原有股东注资改善银行

股权结构。 从外部而言，可鼓励银

行发行优先股、 永续债等新型资

本补充工具。

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董

事总经理王超男表示，本次会议提

出将资本补充与改进公司治理、完

善内部管理结合起来，一方面激励

中小银行完善公司治理，改进内部

控制和风险管理，从而降低银行体

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公司

治理较完善、资信情况较优质的中

小银行，可能有更多的资本补充手

段，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资源配置

功能和效率，通过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

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金融

业高水平双向开放，鼓励境外金融

机构和资金进入境内金融市场，提

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和竞争力。

民生银行高级宏观分析师王

静文表示，今年以来，金融领域持

续扩大开放，这不仅可以引导资本

流入， 而且有利于增强市场竞争，

促使内资金融机构提高效率，从而

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活力。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

雨露强调，下一步将对标高水平开

放要求， 继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

放。 转变开放理念，过渡到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要

实现系统性、制度性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