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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以来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动（数据来源\英为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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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时罗素确认将中国国债纳入其旗舰指数

纳入过程36个月内完成 权重将达5.25%

●本报记者 吴娟娟

北京时间3月30日，全球三大债券指数

供应机构之一的富时罗素宣布， 经过数月

监测与审核后， 该机构决定自今年10月29

日开始将中国国债纳入其富时世界国债指

数（WGBI）。

富时罗素公告称， 纳入过程将分步骤

在36个月内完成。 完成后， 中国国债占

WGBI的权重将达5.25%。渣打银行此前预

计，中国国债开始纳入WGBI后一年内，中

国债市将有望获得1300亿至1560亿美元

的资金流入。

中国债券已先后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

综合指数（BBGA）和摩根大通全球新兴

市场政府债券指数（GBI-EM）。加上富时

世界国债指数，中国债券将“集齐” 全球三

大主流债券指数。

债券市场开放进展显著

富时罗素亚太区（日本除外）资深董

事、 产品销售与客户关系主管李战鹰30日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投资者、

富时罗素指数咨询委员会反映， 由于跟踪

WGBI的资金体量较大，分36个月纳入，指

数纳入带来的资金净流入总量不变， 但每

个月净流入量更平缓， 对投资者和中国债

券市场都更稳妥。

富时罗素董事总经理白美兰在30日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由于未能

全面掌握跟踪WGBI的被动资金量，富时罗

素不发布指数纳入所带来的资金净流入量

数据。 但较为确定的是，根据富时罗素指数

纳入安排，36个月内，指数纳入每月带来的

资金净流入量大致相同。（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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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30日召开会议， 审议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部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

材料基地、 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

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

会议强调，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

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产业基础较好，文化底蕴

深厚，发展潜力很大，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具有全局性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中部地区发

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

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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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构建以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着力建设绿色

发展的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着

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 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

协调性，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推动

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 中部地区作为全国大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 要找准定位， 发挥优

势， 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流通

体系，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

制。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加强能源资源

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态建设和治理，实现中

部绿色崛起。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推动完善救济赔偿机制 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接

受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投资者委

托的说明。 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

度可能迎来首个落地的案例。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当前， 在不断畅通投资者依法维权渠道、妥

善处理纠纷、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同

时，应更加注重因发行人违法行为而受损害

的投资者的赔偿问题，推动完善救济赔偿机

制， 让投资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和帮助，大

幅度降低受损害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诉讼

风险，做到索赔有保障。

中小投资者权益救济影响力提升

专家指出，近年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我国投资者保护工作呈现出积极态势。以证

券法修订为契机，证监会加快完善投资者保

护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中小投资者权益救

济影响力提升，市场生态不断净化，维权机

制持续完善。

一方面，加大法治供给，构建立体追责体

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指出，证监会一直

致力于推动完善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构

建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刑事惩戒的立体追责

体系。比如，信披违法罚款上限从60万元提高

到1000万元； 欺诈发行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

到15年；建立了“明示退出、默示加入” 的证

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 进一步畅通了

投资者依法维权渠道。再如，对发行人和中介

机构“一案双查” ，实施中介机构资金罚和资

格罚并重，加大中介机构追责力度。

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权益救济影响力

提升。 证监会3月5日消息，中国证监会牵头

的《中小投资者投诉处理与权益救济》项目

文件获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 通过。

“这是我国首次在投保领域牵头国际文件制

定工作，体现了IOSCO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

者保护工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救济做

法的肯定。 ” 证监会表示。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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