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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重磅措施服务北京“两区”建设

北京金融法院加强法定数字货币等新型权益保护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北京金融法院8月10日发布《关于为北京

“两区”建设中金融领域改革创新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的若干举措》，其中包括加强对金融

领域法定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

型权益的保护、加大对中外各类金融机构合规

经营活动的司法保护力度。

“两区”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

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区”建

设， 是中央支持北京开放发展的重大政策，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赋予北京的重大机遇。

《若干举措》分5个部分，共20条，明确了

北京金融法院服务“两区” 建设的总体要求

和具体措施。 一方面，严格对标顶层设计，设

定了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深化

金融案件“分调裁审” 机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对要素式审判、示范判决、专家咨询、专家证

人、 专家陪审等机制的构建和运行进行了系

统规范。 另一方面，积极回应“两区” 建设中

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的司法需求， 对以金融创

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

度套利的金融违规行为进行规制， 加强对金

融领域法定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

新型权益的保护等。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蔡慧永表

示，为服务北京“两区”建设，北京金融法院在

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支持金融服务领

域改革创新、 服务金融重点领域创新发展、强

化专业审判能力建设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创新。 比如，探索

群体性金融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改革， 制定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实施指引》， 细化相关

诉讼程序的推进规则；建立金融审判专家辅助

机制，出台《专家陪审员工作方案》；聘任26

位首批顾问委员、专家咨询委员，建立“专家

智库” ；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4家

单位共同建设“金融科技法治研究中心” ，为

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与北

京大学法学院等高校、 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推动金融法治理论与金融审判实务融合发

展；成立大数据分析研究小组，为加强金融风

险预警、 提升金融治理水平提供决策辅助；成

立域外金融法治研究小组，助力建设公平公正

的国际金融秩序； 结合金融纠纷专业化特点，

构建调解与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式解纷格局；

推出“融小法课堂” 网络公开课，教育引导群

众理性投资理财、防范金融风险；全面推进全

流程无纸化办公办案，收案实现电子卷宗随案

同步生成。

截至8月5日， 北京金融法院共立案1343

件，其中一审案件867件、二审案件327件。 标

的额超亿元的案件189件，标的额最高的一起

案件达到88亿元。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王颖表示，将积极支持配合《若干举措》

的执行和落实，与北京金融法院建立常态化合

作机制，为保障“两区” 建设金融领域任务落

地、推动首都金融开放创新发展、维护首都金

融安全稳定探索更多模式、贡献更大力量。

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出炉

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商贸物流企业上市融资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8月10日消息，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

印发的《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提出，支持和鼓励符合条

件的商贸企业、物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上市

融资、联盟合作等方式优化整合资源、扩大业

务规模，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在连

锁商超、城乡配送、综合物流、国际货运代理、

供应链服务、冷链物流等领域培育一批核心竞

争力强、服务水平高、有品牌影响力的商贸物

流骨干企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规范发展供

应链金融、普惠金融，加大对中小微商贸物流

企业的信贷支持。

《计划》要求，加快提升商贸物流网络化、

协同化、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全

球化水平，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商贸物流

提质降本增效，便利居民生活消费，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

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计划》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畅通

高效、协同共享、标准规范、智能绿色、融合开

放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培育一批有品牌影响

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商贸物流企业，商贸物流标

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高，

商贸物流网络更加健全，区域物流一体化加快

推进，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商贸物流服务

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商贸服务业和国际贸

易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

《计划》明确了多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优

化商贸物流网络布局方面，《计划》提出，加强

商贸物流网络与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及国家

物流枢纽衔接，提升全国性、区域性商贸物流

节点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统筹推进城市商业设

施、物流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升级

改造，优化综合物流园区、配送（分拨）中心、

末端配送网点等空间布局。加强县域商业体系

建设，健全农村商贸服务和物流配送网络。

在促进区域商贸物流一体化方面，《计

划》提出，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探索建立

商贸物流一体化工作机制， 提升区域内城市

群、都市圈商贸物流规划、政策、标准和管理协

同水平。优化整合区域商贸物流设施布局，加

强功能衔接互补，减少和避免重复建设，提高

区域物流资源集中度和商贸物流总体运行

效率。

《计划》提出，推动5G、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商贸物流全场景

融合应用，提升商贸物流全流程、全要素资源

数字化水平。 探索应用标准电子货单。 支持传

统商贸物流设施数字化、 智能化升级改造，推

广智能标签、自动导引车（AGV）、自动码垛

机、智能分拣、感应货架等系统和装备，加快高

端标准仓库、智能立体仓库建设。 完善末端智

能配送设施，推进自助提货柜、智能生鲜柜、智

能快件箱（信包箱）等配送设施进社区。

发展商贸物流新业态新模式。 鼓励批发、

零售、电商、餐饮、进出口等商贸服务企业与物

流企业深化合作， 优化业务流程和渠道管理，

促进自营物流与第三方物流协调发展。推广共

同配送、集中配送、统一配送、分时配送、夜间

配送等集约化配送模式， 完善前置仓配送、门

店配送、即时配送、网订店取、自助提货等末端

配送模式。支持家电、医药、汽车、大宗商品、再

生资源回收等专业化物流发展。

《计划》强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物

流设施用地规划，促进城市物流规划与国土空

间规划相衔接，保障商贸物流基础设施用地需

求。鼓励地方政府合理设置物流用地绩效考核

指标，多渠道整合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用于商贸

物流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加大财

政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商贸物流高质

量发展项目建设。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规范发

展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加大对中小微商贸

物流企业的信贷支持。

地方债发行将提速 流动性投放可期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在地方债计划发行量超万亿元的8月，

第一周实际发行量不升反降， 第二周计划

发行量则进一步缩减。 数据显示，目前本周

地方债计划发行量不足300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 供给压力有待释放，8

月、9月地方债发行量增加是大概率事件。 8

月中下旬地方债发行或发力，与“麻辣粉”

（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本月税期等

因素叠加，恐对流动性有一定影响，央行实

施对冲操作可期。

与计划发行量差距大

8月地方债供给放量几乎是市场的一

致预期，但前两周不仅没放量，反而大幅

下降。 Wind数据显示，上周全国实际发行

地方债1391亿元， 较前一周缩量近四成。

本周发行量可能进一步下降。 截至10日的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周计划发行量仅

271亿元。

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节奏放缓。截至

7月末，新增债券发行进度仍未过半，积累

了较大的供给压力。 “今年1至7月地方债

发行节奏远慢于往年， 主要是专项债券发

行滞后。 ”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

称，1至7月，专项债券发行量尚不足全年新

增专项债额度的四成， 而2019年、2020年

同期的占比分别为八成、六成左右。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地

方债发行提出明确要求。 市场人士判断，年

内新增地方债额度大概率将用完，这要求年

内地方债发行适当加快速度。各地披露的地

方债发行计划印证了这一点。据中泰证券固

收首席分析师周岳测算，截至8月6日，已有

23个省市披露8、9月地方债发行计划， 计划

发行量合计15103亿元。 其中，8月计划发行

10203亿元，9月计划发行4900亿元。

然而， 以目前数据测算，8月前两周地

方债发行量不足1700亿元， 与万亿元计划

规模差距悬殊。

下半月或发力

8月地方债发行加快的预期要落空？业

内人士认为，8月地方债发行起步慢， 但后

续可能会提速度。

通过分析以往月份的地方债发行计划

完成情况，周岳发现，今年地方债实际发行

量与计划发行量虽不尽相同，但大致相当。

比如，4月至6月，地方债实际发行量与计划

发行量的比值分别为1.28、1.05和1.20，7月

则为0.94，有时候实际会发得多一些，有时

候发得少一些。 参考历史计划完成情况，他

预计，8月地方债发行规模约为1万亿元。基

于类似的测算方法， 广发证券固收首席分

析师刘郁预计，8月地方债发行规模约为

1.05万亿元。

8月以来， 地方债发行仍不疾不徐，而

在月发行量可能达1万亿元左右的假设下，

8月中下旬发行需明显提速。江海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屈庆认为， 本周已公告的地方债

计划发行量仅270亿元左右，继续显著低于

预期，这意味着中下旬供给或井喷。过往数

据也表明， 地方债发行更多集中于每个月

的中下旬。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8月中下旬出现地

方债集中发行，可能带来两方面影响。 一方

面，8月中下旬利率债券供给压力会有所加

大， 可能对债券市场供需及利率走势产生

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债券集中发行带来的

财政存款波动， 可能加大对短期货币市场

流动性运行的影响， 特别是在8月 “麻辣

粉”到期量较大的情况下。

流动性压力待缓解

机构预测，8月国债发行规模或接近

6000亿元，略少于7月，但由于到期量大为

减少，8月净发行量反而将明显上升。 加上

地方债发行有望加快，8月政府债券净融资

规模可观， 集中发行对流动性的影响或有

所增大。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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