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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2020年元旦休市

的规定，本报2020年1月1日休刊，1月2日

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

今日视点

▲

中国中铁承建的

五峰山长江大桥钢

桁梁架设成功

▲

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大楼

12

月

24

日，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出席会议并

讲话。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

压实债券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4日在全国法院审理

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上表示，证监会将积极履

行监管职责， 压实债券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

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改善债

券市场发展环境、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

易会满指出， 证监会始终坚持依法治市、

依法监管， 积极推动增加资本市场法治供给。

当前，证监会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打

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

本市场” 的总目标，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

设，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完善资本市场法

律制度体系。 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

院和司法部，加快推动证券法、刑法修订，推动

出台私募基金条例，配合做好证券市场虚假陈

述民事赔偿等司法解释的修订，进一步夯实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易会满表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超过

95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位，成为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和优化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渠道。 债券

市场平稳运行事关金融稳定全局，在国务院金

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证监会积极加强与人

民银行、发改委的监管协同，对债券市场违法

行为统一执法，共同维护债券市场秩序。 密切

监测债券违约情况，加强市场化的违约债券转

让与处置机制建设，着力解决债券发行交易的

制度性缺陷，加强发行准入管理。

易会满强调，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迫切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尤其要通过畅通法治化渠

道，形成纠纷化解合力，加快处置债券风险。 本

次会议的召开有利于凝聚相关各方共识，优化

审理程序、统一审判标准，进一步畅通法治化

救济渠道、提升司法救济效率，促进形成责任

明晰、 过罚相当、 责权利对称的治理约束机

制，更好保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保障债券

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证监会将按照这次会议

精神，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压实债券发行人和

中介机构责任，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

力度，改善债券市场发展环境、提升资本市场

治理能力。

为畅通债券违约的法治化救济渠道，平稳

有序化解债券风险，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018年10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开展了多次调研，邀请市

场机构、专家学者探讨解决债券违约救济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起

草了《关于审理债券纠纷相关案件的座谈会纪

要（稿）》（以下简称《纪要》）。在今天的会议

上，最高人民法院介绍了《纪要》主要内容和

起草过程，与会人员就《纪要》进行了深入讨

论，就债券纠纷案件审理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

一致意见。

春节前料成降准窗口期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多个信号表明，新一轮降准箭已上弦。 农

历春节前， 大额季节性流动性供求缺口的存

在，为降准政策顺势落地提供时机，未来一个

月料成为降准重要窗口期。适逢年度普惠金融

定向降准动态考核实施，使得下一次降准有望

继续以全面加定向的方式呈现。

12

月以来， 市场上围绕降准的讨论不断

增多， 稳定岁末年初流动性平稳运行成为关

键理由。诚然，在监管考核等多因素扰动下，年

底资金面素来易紧难松，流动性趋紧压力形成

了央行释放流动性的动力， 再考虑到降准具

备的规模性和普惠性优势， 降准的确是可选

手段之一。

不过，年底有大额财政支出，流动性总量

往往是增多的，资金紧张更多是短时性、结构

性的，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基本能够应对，

动用准备金率工具必要性并不太大。近期央行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补水”已显现成效，上周资

金面在短暂收紧后恢复平稳， 本周愈发宽松。

24

日， 银行间市场上隔夜和

7

天期等短期回购

利率甚至跌到了数年来的低位。随着财政支出

力度逐渐加大，流动性供应有保障，年底前资

金面或仍有局部波动，但总体实现平稳跨年几

无悬念。

反观明年春节前，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

形势趋向复杂，对央行实施降准有一定需求。

一是明年春节时点较以往靠前， 节前现金

流出压力大； 二是

1

月是传统税收大月，且

当月税期高峰与春节前资金备付期重叠，

可能放大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三是

一季度往往是信贷投放较为集中的时点；

四是部分专项债额度提前下达意味着明年

初即有望迎来较多地方债发行；五是明年

1

月公开市场到期回笼规模较大。 如此种种，

预示着明年

1

月资金需求量较大。 届时，降

准既可保障跨节资金面， 又可助力年初信

贷投放，同时有利于地方债有序发行，可谓

一举多得。

适时降准也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 降准可一次性释放大量低成本流动性，在

有效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同时，还可降低银

行资金成本，通过银行传导有助于降低贷款实

际利率。

12

月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

没有继续下行，银行负债成本刚性或是症结所

在。 而要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可直接下调央行

资金利率，即调降政策利率；也可增加央行资

金供给，通过改善供求关系降低资金成本。 从

这点来说，降准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降息”的

效果，符合降低融资成本的要求。

应该说，明年春节前实施降准既有必要性

也有合理性。 未来一个月料成为降准重要窗口

期，加上每年初进行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

考核实施，下一次降准仍有望以全面加定向的

方式呈现。

总裁详解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方略

中国中铁迈上质量强企新征程

□

本报记者 徐寿松 张朝晖 刘杨

跨越千山万水的中国中铁，正在谋划

跨越新的雄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迈向质

量效益型增长。

“在传统建筑行业面临产业转型的关

键时期，中国中铁正致力于新的产业替代

和动能补充。 ” 中国中铁总裁陈云近日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追求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中铁未来将通过

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

陈云透露，公司将进一步推进国资国

企改革、 加强资本市场政策的研究和跟

踪，结合公司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围绕需

求调整结构改善供给。 根据建筑业与制造

业融合、信息产品产业化、高端装备、节能

环保等领域的优势和发展需要，加强并购

重组、 资本运作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并

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力度， 将政策、

市场与企业实际相结合，努力实现公司内

在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有机统一。

制定时间表 推进质量强企战略

“今年，我们在2018年经营成果大幅

提升的基础上， 持续加大经营拓展力度，

持续提升经营质量，努力向广大股东和投

资者交出一份满意的业绩答卷。 这也符合

中国中铁高质量发展要求。 ” 陈云开门见

山地说，“未来中国中铁将把质量强企战

略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力争从2019年到

2023年，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推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实现以创新发展为关键的

企业实力明显提升，以增强幸福感、获得

感为目标的员工福祉建设明显提升的总

体要求和目标。 ”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中国中铁所属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时指出，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

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根本出路在于创

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 要加快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 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

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

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

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陈云表示，“三个转变”掀开了我国高

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开启了中国品牌发展

的新征程， 为企业依靠科技力量实现转型

升级提供了方法论， 为做强做优做大中国

中铁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 五年来，中国

中铁始终以“三个转变” 为目标，以实现高

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己任。中国

中铁的高质量发展计划，2019年7月至9月

为全面启动， 制定方案阶段；2019年10月

至2023年10月进入逐项提升，协同推进阶

段；2023年11月至12月是总结评价， 持续

推进阶段； 共计三个阶段六个环节开展质

量提升、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他说：“未来，中国中铁将由规模速度

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发展动力由

投资、劳动等要素驱动转向机械化、数字

化、智能化等创新驱动，发展结构由增量

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 做优增量并举，

业务重心由立足国内转向面向全球，成为

引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发展、在全球

产业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

领军企业。 ”（下转A04版）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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