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证协：守正笃实

推进文化建设工作

□本报记者 胡雨

为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生态环境，推动证券

行业文化建设工作， 中国证券业协会2月24日

向社会公示各家证券经营机构《文化建设配套

制度和改进计划》。

中证协要求，各家证券公司按照已报送的

《文化建设配套制度和改进计划》， 认真履行

好行动落实的主体责任，守正笃实推进文化建

设工作，更好服务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

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据悉，各公司以“合规、诚信、专业、稳

健” 的行业文化核心理念为指引，结合自身

特点和实际，提出了代表各自企业文化的价

值观、风险观、发展观，并制定了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构建公司文化建设相关配套制度等

方面的改进目标、实施计划、任务分工和时

间表等。

根据《建设证券基金行业文化、防范道德

风险工作纲要》的要求，各证券公司应切实担

负起行业文化建设、防范道德风险、履行社会

责任的主体责任， 把文化建设融入公司治理，

推动公司文化与战略融合发展，强化公司文化

宣传与培养教育，形成有效的声誉激励和约束

机制，不断提升行业的“软实力” 和社会形象，

持续积淀和涵养行业生态，进一步推动行业高

质量发展。

2019年12月，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券商

处获悉， 中证协向证券公司下发 《关于报送

〈证券公司文化建设配套制度和改进计划〉的

通知》要求，各证券公司应结合自身特点和实

际，研究提出本公司文化理念，制定文化建设

配套制度和改进计划，向协会报送并向社会公

布。《通知》明确，各券商要把握好行业文化建

设的实现路径和关键环节，“抓两头、 带中

间” ，打造健康行业生态，同时制定文化建设改

进计划，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对于文化建设改进计划，《通知》 明确了

五方面具体内容：一是制定公司治理促进文化

建设的工作方案；二是推动公司文化与战略融

合发展的制度安排；三是推动公司文化与业务

协同发展的具体措施；四是强化公司文化宣传

与培养的教育计划；五是建立履行社会责任和

维护声誉文化的激励措施。

A02

财经要闻 Economy

■

2020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二

■

责编：孙涛 美编：王建华 电话：

010-63070297

监管部门人士：

确保疫情防控资金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监管部门人士2月2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

体稳健，在应对风险方面具备较强韧性。对于疫

情防控资金的使用，会进一步增强政策透明度，

主动接受舆论监督， 确保资金真正用于最需要

的地方。 同时，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需要调动

基层金融分支机构的积极性。

重点把好三道关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表

示，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 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

票市场、外汇市场运行都比较稳定，金融机构运

行正常， 中国金融体系在应对风险方面具备较

强韧性。从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可以看到，投资

者认为这次疫情是阶段性的， 不会影响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同时，疫情过后经济还会出现

补偿性的增长， 这也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

基础和我们的底气所在。下一步，央行将继续落

实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行动方案的各项

要求，全力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彭立峰介绍， 当前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复产工具大概有四个层次： 一是三千亿

元专项再贷款政策； 二是对企业现存的债务进

行接续；三是进一步加大信贷增量支持；四是优

化信贷结构，提高服务效率。

在专项再贷款方面，彭立峰表示，目前央行已

会同有关部门对于疫情防控资金使用建立了全流

程监控，重点是把好三道关。一是把好重点企业名

单关；二是要把好优惠贷款的发放关；三是把好整

个流程的审计关。下一步，会进一步增强政策透明

度，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确保资金真正用于疫情防

控最需要的地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另外，受疫情影响，部分发债企业经营出现

了一定困难，对于债券市场违约率是否会提高，

彭立峰表示，疫情发生以来，短期内对我国经济

产生了一些影响， 对部分行业企业的收入和盈

利能力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可能会影响相关企

业已发行债券的履约情况， 经过评估我们认为

对市场影响总体可控。

调动基层分支行积极性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

示，要调动基层分支银行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他提出，一是作为金融机构，上级部门要给

予分支机构充分授权和信任。二是合理考核。在

疫情防控下，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支持小微企业

权重的指标可能要提高一些， 适当降低一些风

险方面的考量。三是要给基层机构配足资源，包

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科技资源，信贷资源要

备足。 四要尽职免责。 五要适当提高不良容忍

度。六是即使发生不良贷款，现在银行拨备和资

本都很充足， 所以可以鼓励金融机构自主核销

一部分。

在尽职免责方面，叶燕斐表示，企业贷款需

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企业是不是诚实守信的企

业；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不是有市场、有订

单； 三是银行贷款是不是真正用于生产经营活

动， 而不是违规流向房地产、 违规流向资本市

场。只要这些大原则把握住了，能免去的责任应

尽可能给基层网点免去。

在保险方面，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吉昱华表示， 将继续支持并鼓励保险公司对现

有产品扩展保险责任，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提供

符合疫情防控需求的保险产品； 加大政策执行

和监管力度， 督促保险公司将承保和理赔服务

落到实处；推动行业产品创新发展，不断丰富保

障责任，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保险供给。

重大项目打头阵 复工复产吹响“冲锋号”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从减免企业税费， 到增加财政支出；从

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到降低企业用电用

气用水成本。 近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打出

政策“组合拳” 。 统计显示，目前石油石化、

通信、电网、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目前已

超过95%。 业内人士认为，推动复工复产将

是下一阶段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 在宏观政

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码的背景下，预计今年

宏观经济仍将平稳增长。

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中央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分类

分批、安全有序复工复产，迅速回到正常生

产稳定发展的轨道。 初步统计，国资委监管

的央企所属2万余户主要生产型子企业目前

开工率超过80%。 石油石化、通信、电网、交

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目前已超过95%，有的

已达到100%。

国家电网2月24日消息， 截至2月18日，

3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已复工452项，累

计复工线路长度12055千米、 变电容量8381

万千伏安，其中，特高压工程复工两项，500

千伏工程27项。 此外，水电和新能源工程复

工5项。 公司计划于2月底前完成±800千伏

雅中—江西特高压直流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

的关键作业面复工， 新开工±800千伏陕

北—湖北特高压直流工程，以及特高压换流

变分接开关整改示范工程。

2月24日，三峡集团在北京通过视频会

形式发出开工动员令，宣布在广东、江苏等

地开工建设总装机规模392万千瓦、总投资

580亿元的25个新能源项目，建设期预计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约1.7万个。 此次集中开工

的25个项目分布于广东、江苏、福建、宁夏、

河北等14个省区， 将直接推动产业链各环

节协同复工复产， 对调整优化地方产业结

构、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

进作用。

中国电子2月24日消息， 截至2月20日，

中国电子旗下华大半导体复工率超过90%，

员工到岗率超过70%，芯片设计、加工、产品

交付以及重点建设项目，都在有序推进。

截至2月17日， 国家电投复产企业1045

个，复产率100%。 其他重大项目如乌兰察布

风电基地一期示范项目、四川甘孜清洁能源

基地项目一期、新疆五彩湾智慧电厂、江苏

滨海等海上风电项目正按照地方及国家电

投有关要求陆续复工。

中国船舶大船集团所负责的各项重要

装备已开始恢复生产建造，集中一切优势资

源，确保合同节点全面完成。 据了解，今年上

半年大船集团计划下水8艘船，交付15艘船。

截至目前， 中核集团旗下400余家生产型企

业已经开工生产，承担的多个国家重点工程

已经恢复建设。 此外，中国电建、中国交建、

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建筑、中建集团等

一系列重点项目正安全有序推进中。

“央企重大项目的复工复产释放了积极

信号，具有重要作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心

剂。”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

“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经济” ，两者兼顾，

就必须分类施策，分类复工、分类考核，做到

防疫复工两不误。

多部门“攥指成拳”

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紧张、 资金不足、

原材料短缺等难题，多部门“攥指成拳” 全

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金融领域，安排提供总计3000亿元低成

本专项再贷款资金， 加大信贷增量支持、为

抗“疫” 相关企业债券融资建立注册发行的

“绿色通道” 等，助力缓解企业流动性不足。

此外，为企业阶段性“免减缓” 社保、医保和

住房公积金政策，预计可减少三项社保企业

缴费5000亿元以上。后续操作办法将很快出

台，并指导地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 秘书长丛亮24

日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研究出台有针对性

的减税降费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加快再

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 全面做好

维稳工作。

日前，国家发改委阶段性降低企业电价

和非居民气价， 及时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其中，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预计超过590亿元。

供电供气企业积极响应，出台多项举措

缓解企业经营压力。 2月23日，华润燃气出台

六项措施，惠及工商业用户超过23.6万户，切

实支持工业、商业用户复工复产。 2月22日，

国家电网出台八项举措，坚决落实阶段性降

低用电成本政策，减免电费约489亿元，支持

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 同日，南方电网

在前期已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复产供电服务保障六条举措基础上，第一时

间出台五项措施落实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

政策，2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将为一般工商

业和大工业企业减免电费106亿元。

“推动复工复产将是下一阶段全国经济

工作的重心，分级复工复产‘冲锋号’ 已经

吹响。 ” 东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宇鹏认

为，2020年宏观政策要对冲疫情影响， 在逆

周期调节力度加码的背景下，预计今年宏观

经济仍将平稳增长。

八家半导体公司拟定增募资近240亿元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半导体板块二级市场的火热， 延续到了一

级市场。 通富微电日前公告，拟定增不超40亿

元，布局5G、汽车、处理器等领域。 据不完全统

计， 目前有8家A股半导体公司已披露定增预

案，合计拟募集资金总额近240亿元，加强5G市

场布局、扩大产能、产线升级是主要投向。

定增接力

去年下半年以来， 半导体行业景气度逐渐

回升，二级市场相关A股公司股价持续上涨，一

级市场也在升温， 不少半导体上市公司抛出定

增计划。台基股份、兆易创新、北斗星通、三安光

电、晶方科技、通富微电先后披露定增预案，部

分公司进入反馈环节。

协鑫集成近期重启定增计划。 公司于2018

年11月发布定增预案，2019年7月拿到证监会

批文，但未在核准批复有效期内未能完成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表示，由于《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再融资相关规定已公开征

求意见，但截至公司2018年非公开的批复到期

日，再融资新规尚未实施，经与已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认购协议》的投资者合肥东投及其他意

向投资者沟通及审慎考虑， 决定对发行方案进

行调整， 并计划根据再融资新规及其他监管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更新申请文件后继续

推进并启动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富满电子2019年4月初发布定增预案，今

年1月初拿得证监会批文。 公司计划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3.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功

率半导体器件、LED控制及驱动类产品智能化

生产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

从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上限计算， 上述8家

半导体公司合计募集资金达到237.76亿元。 其

中，三安光电、协鑫集成、兆易创新、通富微电、

晶方科技、 北斗星通六家公司拟募资总额上限

分别为70亿元、50亿元、43.24亿元、40亿元、

14.02亿元和10亿元。

此外，中芯国际于2月20日顺利完成6亿美

元本金境外公司债券的定价工作， 发行期限为

5年，最终票息率为2.693%。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扩充产能和一般公司用途。

三大投向

从上述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看， 加强

5G市场布局、扩大产能、产线升级是三大主要

投资方向。

通富微电是中国大陆三大集成电路封测厂

之一，也是全球前十大封测厂商。扣除发行费用

后资金将全部投向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二期工

程、车载品智能封装测试中心建设、高性能中央

处理器等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项目， 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其中，集成电路封装测

试二期工程项目瞄准5G市场，项目建成后可形

成年产集成电路产品12亿块 （其中：BGA4亿

块、FC2亿块、CSP/QFN6亿块）、 晶圆级封装

8.4万片的生产能力。

国盛证券认为，5G芯片需要使用先进封装

技术，WLP、FCCSP、FCBGA，以及2.5D/3D堆

叠等封装技术由于连接更短具有更短的芯片间

数据传输时间， 可显著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并降

低功耗，减少芯片尺寸、增强芯片散热性，并显

著提升芯片集成度，实现更多功能，有利于5G

芯片性能的提升。通富微电表示，晶圆级封装卓

越的性能、集成及尺寸优势，正加速芯片供应商

将其应用于新兴细分市场，如物联网、可穿戴电

子、5G无线设备等。

芯片设计公司北斗星通计划加码5G市场

的布局。此次定增资金将投向5G通信用核心射

频元器件扩能及测试验证环境建设项目、 智能

网联汽车电子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智能网联汽

车电子产品研发条件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

金。 公司表示，定增目的在于抓住5G通信基站

与终端用核心射频元器件国产化替代的机遇，

做大做强基础产品业务；顺应汽车智能化、网联

化发展趋势，提升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等。

三安光电募集资金拟用于半导体研发与产

业化项目（一期），兆易创新拟用于DRAM芯

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协鑫集

成拟用于大尺寸再生晶圆半导体项目、 阜宁协

鑫集成2.5GW叠瓦组件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晶方科技拟用于集成电路12英寸TSV及异质

集成智能传感器模块项目， 台基股份拟用于新

型高功率半导体器件产业升级项目、 高功率半

导体脉冲功率开关生产线建设项目、 晶圆线改

扩建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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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工具充足

财政货币再发力

（上接A01版） 中小企业目前开工率接近

30%。尽快推进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协调地

方各级政府大力推动产业链上中小企业上下游

的同步复工。同时，切实把财政金融的优惠政策

落地落实，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

此外，在就业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游钧指出，从今年1月数据看，主要就业

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保持就业局势总体

稳定有底气、有信心。 稳就业是“六稳” 之首，

要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

位置，强化财政、金融等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

的协同联动，支持和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

务业、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创业

创新，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支持多渠道灵活

就业。

更积极有为

财政政策抓手多

（上接A01版）基建投资是经济较快恢复

的好抓手，应适当增加专项债规模，更快拉动

经济企稳。 专项债应跟着项目走，聚焦重点领

域，优化投向，可尝试结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

PPP

）等方式，利用优质项目，带动投资迅速

回升。

三是加强民生领域补短板， 做好稳就业工

作，在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 保障义务教育、解决上学难问题，加

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提高医保财政补助

标准，推动完善基本住房保障体系等。

长期来看，疫情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政策逐

渐落地，还富于民、活水养鱼，税基扩大可望，财

政在更积极发力的同时也将保持可持续。

线上复工 中金公司

为抗疫企业引资金活水

（上接A01版）中金公司还充分发挥投行

业务优势，发力股权融资。 “疫情发生后，我们

便积极与上市公司沟通，了解他们的生产经营

情况及面临的困难，保持跟踪联系，以随时提

供高质量投融资等资本市场服务。 ” 中金公司

投行人员介绍，科伦药业、康希诺、华大基因等

参与抗疫产品生产的企业均是其长期服务的

公司。

上述投行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协

助疫情防控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方面，公司目前

合计融资规模约150亿元，“在审及拟申报项

目包括稳健医疗创业板IPO、 东航物流主板

IPO、 成都先导科创板IPO、 联泓新材中小板

IPO、 君实生物科创板IPO、 神州细胞科创板

IPO、健友股份可转债、国药集团战略入股九强

生物等。 ”

另据介绍， 中金资本及旗下各母基金及直

投基金， 积极倡导所投资基金及企业结合自身

资源和技术优势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