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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

经济如何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继

续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如何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报

今起推出“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

系列述评，详解新挑战新机遇。

注册会计师责任压实

A股公司迎史上最严年报审计

□

本报记者 郭新志

“相比往年，我们今年召开的审计项目

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培训会次数增加了三

倍。 ” 12月4日，注册会计师苏慧（化名）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处

罚力度不断加大，对审计机构的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2020年A股上市

公司年报审计工作已开始，不少审计机构制

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 明确了审计重点，上

市公司将迎来史上最严年报审计。为提升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简称“证券

所” ）年报审计质量，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和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将于12月中旬联合举

办2020年证券所审计培训班，对年报审计相

关准则和监管政策进行解读。

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从业9年的苏慧从未感到如此大的质控

压力。作为国内某头部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部

门负责人，她正忙着准备本周的年报预审分

析会。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注册会计

师执业要求越来越高。

最近一年，一系列新规和新举措相继出

台，压实中介机构责任。财政部、国务院国资

委、银保监会近日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

实施意见》指出，财政部门依法加大对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力度，继续推动“双

随机一公开” 抽查， 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

司、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

计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的协

同和信息共享， 切实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

性、有效性与权威性。

同时，监管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 证监

会数据显示，2019年度， 证监会共对6家会

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进行7家次、13

人次的行政处罚；对31家会计师事务所及其

注册会计师采取98家次、215人次的行政监

管措施， 较2018年增加19家次、67人次；各

证券交易场所共对2家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

册会计师采取2家次、9人次的纪律处分，对5

家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采取6家

次、2人次的自律监管措施。 今年以来，已有

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被监管部

门处罚。（下转A03版）

科创板公司增至200家 “硬科技” 受外资青睐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12月7日，新致软件登陆A股市场，成为科

创板第200家上市公司。 从0到200，科创板历

时505天。“科创200”是科创板交出的一份靓

丽“成绩单” ，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创立三十周

年的献礼。

业内人士表示， 科创板运行一年多以来，

国际投资者的持股量与交易规模持续增长，科

创板外资参与度不输A股其他板块，QFII新规

将进一步推动外资参与科创板投资。 同时，在

科创板股票满足相关要求纳入MSCI指数后，

科创板将迎来更多增量外资。

外资投资比例不断提高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细分

行业龙头的代表，科创板上市公司“硬科技”

含量足，成长性别具一格。

截至12月6日，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值逾

3.18万亿元。 其中，81家公司市值超百亿元，

中芯国际、金山办公、传音控股总市值均超千

亿元。 从流通市值看，17家科创板公司突破百

亿元。

在为企业不断注入资本活水的同时，科创

板的优异表现获得国际投资者“青睐” 。 外资

一直在通过QFII投资科创板。截至2020年三季

度末，QFII现身52只科创板股票前十大流通股

东榜，期末持股市值约53亿元，其中新进44只、

增持8只。从持股比例看，QFII持股比例超10%

的有3只股票。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股票业务部国内业

务负责人沈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中金的

QFII/RQFII客户开通科创板交易功能的占比

约60%，其中不乏交易活跃客户。 另据统计，中

金的外资客户平均每日在科创板的成交量占

其总成交量的比例高于10%。 ”

外资的科创板投资比例不断提高。 数据显

示，与2019年年底相比，今年10月外资持股占

科创板流通市值比例增长逾4倍， 接近沪市主

板水平。 从交易情况看，科创板外资交易金额

和占比均稳步增加。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行政负责人于

新利称，“外资机构客户普遍高度评价科创板。

他们认为，科创板市场化导向明确，不仅成功吸

引大量优质科创企业，也引来包括外资投资机构

在内的专业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 ”

积极参与新股配售

新股发行配售成为外资“抢占” 科创板投

资机遇的一大途径。

根据公开数据，外资在科创板新股发行中

累计获配金额已占其同期在沪深市场全部获

配金额的1/3， 若将新股发行战略配售也计算

在内，这一比例将近70%。 一位券商人士表示：

“这是因为科创板制度设计对标国际市场，有

效激发了外资参与一级市场的积极性。 ”

“中金的QFII客户已成功以战略投资者

身份深度参与了科创板IPO项目。 一些知名外

资机构建议，多引入长期的二级市场价值投资

者尤其是QFII长期价值投资者作为战略投资

者参与科创板IPO。 ”沈黎说。

为拓展外资参与科创板的深度，于新利建

议， 对于外资机构投资者参与科创板IPO网下

申购，应予以规则方面的适当优化。 比如，部分

地、 有条件地提高QFII/RQFII在网下询价机

构分类中的优先级。 另外，参考海外市场经验，

未来科创板IPO可考虑引入基石/锚定投资者

机制。 （下转A02版）

编者按

中国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在海外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

陷入衰退背景下，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累计增速

转正，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研究机构

普遍认为，在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推进、稳增长

效应不断显现背景下，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

明显反弹。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中国

正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搭建进博会

等合作平台、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等多种方式释

放开放合作的中国经济活力，推动全球经济平

稳复苏。

拉动作用显现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

正能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中国经济目前的回升既有利于中国自身增长，

也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正向拉动作用。

不少国际机构近期表示，中国经济已重回

正轨，实现平衡复苏。同时，中国稳步推进的一

系列改革措施将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并

惠及全球其他地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

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 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

8.2%。 经合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到明年

年底，世界经济有望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前水平，中国对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

超过1/3。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由于

疫情使经济增速下滑， 基数较低， 明年我国

GDP实际增速将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他预计

明年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1.4%， 四季度为

5.4%左右，全年GDP实际增速将达到8.1%。

“明年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将使中国经济

面临的外部压力上升。 ” 刘元春说，提前稳住

内部经济循环基本盘是应对外部冲击和大国

竞争的核心基础，要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

先复苏窗口期，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

逐步回归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

（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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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上海证监局多举措

维护资本市场生态

上海证监局日前通报近期监管执法中处理的

四类典型违法违规案例。上海证监局表示，按照监

管职责，强化一线监管、优化监管执法协作、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保障上海资本市场健康稳定

运行。

A03

观点与观察

管涛：多管齐下

增强外贸回稳向好可持续性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为进

一步增强我国外贸回稳向好的可持续性， 应继续

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推进跨境贸易人

民币计价结算， 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

监管措施等。

A05

公司新闻

沃森生物

电话会风波未平又收关注函

沃森生物电话会引发的轩然大波尚未平

息，12月6日， 深交所向沃森生物下发关注函，

要求说明本次转让上海泽润控制权的合理性，

以及转让股权比例的确定依据， 本次交易是否

存在利益输送等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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