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时期利用外资将五路推进

“十三五” 时期吸收外资有望达6900亿美元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11月5日在第三届进博会发布的信息显示，“十三五” 时期（2016

年至2020年），预计我国吸收外资总规模可达6900亿美元左右，年均引资规模

较“十二五”时期增加100亿美元。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科学编制“十四五”时期利用外资发展规划，重点推进五方面工作。

吸收外资稳中向好

商务部外资局和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发布的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0》显示，2016年至2019年，我国吸收外资总量达5496亿美元，年均增长

1%。 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大引资国。 初步预计“十三五”

时期吸收外资总规模达6900亿美元左右，年均引资规模较“十二五” 时期增

加100亿美元。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外资企业出口总量达3.9万亿美元，占全国

比重达41.7%，进口总量达3.4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44.8%；缴纳税收总额

11.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比重达19.3%；拉动城镇就业4000万人左右。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宗长青表示，如无特殊情况，预计今年四季度

吸收外资将延续稳中向好态势，有望实现全年“稳外资”工作目标。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自主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商务部外资局和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联合主办的外

商投资专题发布会获悉， 商务部将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 科学编制

“十四五”时期利用外资发展规划，重点推进五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

循环，“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持续缩减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深入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外商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

二是持续完善外资管理体制。 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制度，加快建立与新的外商投资法相适应的外资管理体系和制度，

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三是持续加强开放平台建设。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稳步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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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 深改潮起再扬帆

□

本报记者 周璐璐 林倩 胡雨

而立之年的中国资本市场稳步走向成熟，

中国证券行业资本实力、 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国际化进程加快，合规风控水平明显提升。 随

着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中国证券业正朝着

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扬帆起航。

�逐渐摆脱“靠天吃饭”

1987年9月19日， 由深圳12家金融机构出

资成立的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

证券公司（后更名为“巨田证券” ）设立，掀开

了中国证券行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

2007年A股大牛市带来首个营收高峰，2015年

股市大幅波动后的重新调整，以及2019年对外

开放的持续加速之后，证券业正在书写新的历

史篇章。

卅载光阴弹指过， 昔年小树已枝繁叶茂。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134家证券公

司总资产为8.03万亿元，净资产为2.09万亿元，

净资本为1.67万亿元。

“中国证券行业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过

程。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称，“早期的券商规模小、数量少、业务模式

单一、专业人才缺乏，基本上‘靠天吃饭’ 。 经

过30年的发展，虽然还不能与国际一流投行相

比，但与自己的发展历史纵向比较的话，这些

头部券商规模扩张较快，业务更加多元。 可以

说，当前券商业务基本上进入了全面开花的阶

段，多家券商也在寻找自己的品牌定位。 ”

资本市场深改稳步推进

注册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等资本市场深

化改革举措不断推进，成为证券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助推器” 。

首先，券商投行业务的“蛋糕” 趋于增大。

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行政负责人、董事总

经理陈友新认为，注册制下，市场对于券商投

行的定价能力和销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进一

步促进券商由传统通道服务模式向综合金融

服务提供商转型，长期来看将会提升整个券商

行业的服务水平并带来有效增益。

其次，本土券商加速嬗变。 随着证券行业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外资券商逐步进入中国

市场。 中外券商同台竞技背景下，本土券商正

通过提高风险定价能力、提升业务创新能力、

完善国际化布局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

第三，重塑商业模式，加速金融科技布局。

兴业证券首席信息官李予涛认为，金融科技是

驱动券商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科技与金

融行业的融合已进入3.0阶段，金融科技可对业

务全面赋能，甚至是对商业模式和业态重构。

“中国经济发展为证券业蓬勃发展奠定基

础， 而资本市场改革为企业融资提供更便捷、

高效的通道。”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指出，“越来越多优质企业能够通过

A股市场融资， 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证券

市场的繁荣注入活力。 ”

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

看来， 中国证券业的蓬勃发展来源于规范和

竞争。 在规范中，券商主体不断提升治理现代

化，约束短视行为。 在竞争中，券商效率大幅

提高，主动创新，合乎规则，实现奖优罚劣和

优胜劣汰。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证券行业正在探索走一条以差异化、多元

化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田利辉表示：“我理想中的中国证券业是

高度自律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证券业。 要有头

部大型券商，（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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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布局

新路线图浮现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

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据了解，《关于新时代推进

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有望加快

出台，“十四五”时期全国国有资本布局与结构调

整规划及央企总体规划也正加快编制。 业内人士

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以聚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

的新一轮国企并购重组浪潮， 将为资本市场释放

新红利。

国有经济布局将迎来大调整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已成为

“十四五” 时期的重点任务。（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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