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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清明节休市的规定，本

报2021年4月3日至5日休刊，4月6日恢复正

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五部门联手规范债市信用评级行业

提升评级质量和区分度 加大违规惩戒力度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银保监会、证监会3月28日发布《关于促

进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专家表示，本次五部门

联合出手对债券市场评级行业进行整顿、规

范，将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防范化解债券市

场风险。

压实评级机构责任

《通知》起草说明指出，《通知》立足提

升信用评级质量，从规范性、独立性、质量控

制等方面强化信用评级行业要求， 强化评级

结果的一致性、准确性和稳定性，构建以评级

质量为导向的良性竞争环境，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市场纪律， 压实评级机构作为独立第三

方的中介责任， 引导其将声誉机制作为生存

之本，充分发挥风险揭示功能。

《通知》 主要内容包括加强评级方法体

系建设，提升评级质量和区分度；完善公司治

理和内部控制，坚守评级独立性；加强信息披

露，强化市场约束机制；优化评级生态环境，

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严格监督管理，

加大对违规行为惩戒力度。

在加强评级方法体系建设， 提升评级质

量和区分度方面，起草说明强调，一是要求评

级机构构建以违约率为核心的评级质量验证

机制；二是对于评级大幅调整行为，要求评级

机构对评级方法模型进行检查和评估； 三是

强调评级机构跟踪评级的及时性， 提高跟踪

评级的有效性和前瞻性； 四是要求评级机构

主要基于受评主体自身信用状况开展信用评

级；五是鼓励评级机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科技手段，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在加强信息披露， 强化市场约束机制方

面，一是细化评级机构信息披露，要求分开披

露受评主体个体信用状况和外部支持提升情

况的信息；二是鼓励发行人采用多评级，引导

扩大投资者付费评级适用范围， 发挥多评级

以及不同模式评级的交叉验证作用； 三是明

确评级机构评价评估应以评级质量为核心、

以投资者为导向，并定期组织开展。

另外，在严格监督管理，加大对违规行为

惩戒力度方面， 一是联合制定统一的评级机

构业务标准，（下转A03版）

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遭“围剿”

银行开展业务更审慎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针对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监管进一

步升级。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了解到，当前

多家银行在开展消费贷、 经营贷等业务时

更为审慎。 专家认为，在监管政策引领下，

银行信贷投放结构将持续优化。

监管持续加码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日前联

合印发的《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

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要求，各银保监局、

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要联合开展一次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

入房地产问题专项排查。

针对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楼市问题，

北上广深等地已出台相关监管规则。除一线

城市外，更多地区的监管力度也在加强。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调研督导时强

调，要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

时采取措施，精准、精细调控，严肃查处房

地产中介、助贷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浙江地区监管部门发

布的通知要求， 各金融机构严禁发放用于

购房首付款或偿还首付款借贷资金的个人

经营性贷款和消费贷款， 严禁资金通过流

动资金贷款、物业经营性贷款、项目贷款和

影子银行业务等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对已发现问题，监管部门毫不手软。 从

银保监会网站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来看，

近期多家银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领域等案由领罚，其中不乏超百万级罚单。

此外，近期北京、广州等地也公布了对

于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排查情况。 北京银

保监局要求， 辖内银行对2020年下半年以

来发放的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业务合规性开

展自查。 经银行自查发现，涉嫌违规流入北

京房地产市场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金额约3.4

亿元。 广东银保监局日前表示，辖内（不含

深圳） 银行机构对个人经营性贷款自查发

现， 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贷款

金额2.77亿元、920户， 其中广州地区银行

机构自查发现涉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

问题贷款金额1.47亿元、305户。

银行从严把控贷款条件

业内人士认为， 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

贷等资金进行大面积排查， 从源头上避免

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银行在

开展相关业务时更审慎。 浙江地区某大行

二级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行对个人经

营贷比较谨慎，前期调查比较严格，必须要

真正经营、有贷款需求和日常经营流水。

“无论是消费贷还是经营贷，我们都非

常看重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企业现金流及

收入证明。 对新办房产证持有者办理经营

性贷款的审查会更严格， 一般也要在办证

半年后才行。 ”上述负责人表示。

华中地区某城商行业务人士介绍，总行

要求各分支机构必须切实坚持 “了解你的

客户” 原则，在业务前端阻截风险，要从严

把控消费贷款客户准入条件，加强对客户身

份和信用记录的审核，（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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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需求旺季

水泥涨价区域进一步扩大

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 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

一二级市场平衡新生态加速构建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今年以来近80

家拟上市企业终止审查，多数情况为撤回IPO

申请材料。 同时，IPO发行保持常态化。 截至3

月26日，今年以来A股IPO申请共通过108家，

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 但通过率较去年同期

有所降低。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监

管部门强调保持一二级市场平衡协调发展。应

在严把入口关前提下，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

化，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鼓励和

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保持市场稳定，为

全面实行注册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如何保持一二级市场平衡协调发展？ ”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

论坛圆桌会上在回应近期IPO排队现象时表

示，排队现象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总体上反映

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和资本市场的吸

引力在逐步增强。 他指出，只有一二级市场都

保持了有序稳定，才能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新

股发行生态。

在业内人士看来，实现投融资动态积极平

衡，首先应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综合考

虑市场承受能力、 拟上市企业质量等因素，统

筹做好一二级市场平衡。

“符合市场预期的IPO常态化， 意味着

IPO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因单纯的市场因素而

被轻易按下暂停键，也不会大跃进式地集中核

发批文，而是要形成明确预期。 IPO常态化对

上市企业依然有严格要求，要求企业依据当前

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发行时机， 防范市场风

险。 ”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表示。

平安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魏伟认为，只有

确保一二级市场有序稳定，才能更好形成良好

的新股发行生态。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进入结

构性的深水区，一级市场资金分流效应将相对

减弱，注册制发行也将更注重质量。

“实现一二级市场平衡是注册制改革目

标，也是市场化改革重要任务。 形成良好的新

股发行生态，应进一步严把入口关，从源头上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中介机构也应加快成长，

形成与注册制相匹配的服务能力， 提高执业

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

指出。（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