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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慰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8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岸田文雄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表示，得知岸田首相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示诚挚问候，望你早日康复。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愿同你一道，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岸田文雄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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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高质量发展 多层次资本市场精准落子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即将迎来两周年。

截至8月22日， 注册制下创业板新增上市公司已

达350余家，累计首发募资超过3200亿元，培育壮

大了一批引领经济转型的优质创新企业， 服务创

新经济发展的“创业板力量”充分释放。

从推出新三板、科创板，到改革创业板，再到

设立北交所，十年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始

终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一条主线， 顶层设

计清晰，“大棋局” 精准落子，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与创新发展的普惠性明显提升， 适配性大大

增强。

各方预期，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进一步拓

展广度深度，明晰定位分工，加强互联互通，推进

形成契合实体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 层层递进的

多层次市场新生态，继续为稳定经济增长、支持科

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资本动能。

体系健全：拓展覆盖面 提高适配性

“公司将持续在研发、 创新层面保持投入力

度，不断开拓更多技术平台，不断开发更多创新产

品。 ” 作为首家以第二套上市标准登陆创业板的

企业，迈普医学董事长袁玉宇评价，创业板实施注

册制改革后，积极支持那些盈利规模暂未体现，但

具有高成长潜力、 真正需要融资支持的创新企业

上市，有助于培育出一批优质、高成长、技术领先

的科技创新企业。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于2020年8月24日

平稳落地，迎来了不断自我更新、助力资本市场革

新、服务实体经济创新的新阶段。

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是资本市场肩负的重要历

史使命。纵观海外创新型经济体的发展史，背后往

往有着强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支持。 2012

年7月新三板获批设立、2019年7月科创板开市交

易、2020年7月新三板精选层开市交易、2020年8

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2021年11月北交所

揭牌并开市……过去十年，一个又一个重要时刻，

记录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更加健全， 也见

证了我国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覆盖面不断拓

展、适配性不断增强。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企业走上资

本市场的舞台。 截至8月22日的数据显示，在沪

深北三个交易所上市的近4900家公司， 连同新

三板6722家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数万家挂牌公

司， 正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护航下成长，资

本市场畅通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更

加有力，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不断汇聚。

“开市三年来， 科创板为科创属性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为我国科技创新注入了强大

资本动能。 2019年至2021年，交控科技累计研发

投入分别达1.13亿元、1.73亿元和2.72亿元，连续

保持50%左右的年增长率，且增速稳步加快。” 交

控科技董事长郜春海介绍， 在资本力量加持下，

公司自主化产品研发实现一系列突破。 （下转

A02版）

2022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

2022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于

8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次智博会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

活添彩”为主题，重点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产业发展趋势，聚焦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集中展示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成果。

此次智博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

上图：

2022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主会场重庆国际博

览中心。

下图：

8

月

22

日， 嘉宾在

2022

智博会重庆南岸展厅内了解

巡查处置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新华社图文

央行：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稳定性

●本报记者 彭扬 连润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8月22日，人

民银行行长、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主任易纲

主持召开部分金融机构座谈会。 会议强调，

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增加对实体经

济贷款投放， 保障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依

法合规加大对平台经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

持，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会议指出， 我国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

势，但仍有小幅波动。 当前正处于经济回稳

最吃劲的节点， 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金融系统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全面落实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将

党中央、 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对于下一阶段货币信贷工作， 会议强

调，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要强

化宏观思维， 充分发挥带头和支柱作用，保

持贷款总量增长的稳定性。要增加对实体经

济贷款投放，进一步做好对小微企业、绿色

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工作。 要

保障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要依法合规加大

对平台经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政策性开

发性银行要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

大对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

域相关项目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并带动贷款投放。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统筹信贷平稳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之

间的关系。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会议至少透露出

三方面的政策信息： 为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货币信贷政策正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继

续强调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稳定性，表明“宽

信用” 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明确

了信贷支持的重点领域， 除了小微企业、绿

色发展、科技创新等，还要求对房地产、平台

经济等领域给予合理支持。

“对于信贷工作， 此次会议释放出了

‘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的清晰信号。 ”光大

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认为，后

续金融管理部门将在着力保持信贷总量合

理增长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

域的支持力度，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保市场

主体、稳就业和扩大内需。

谈及国有大型银行在“宽信用” 中的

作用，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说：“作

为我国金融业的‘排头兵’ ，在经济回稳最

吃劲的节点上， 大型商业银行将积极主动

作为，通过精准有力的信贷投放，帮助实体

经济。 ”

对于 “依法合规加大对平台经济重点

领域的金融支持” 的提法，有专家表示，通

过加大对平台经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可充分发挥平台

经济稳就业促消费的作用，也将支持国内数

字经济进一步发展。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兼顾短期和

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

部均衡， 支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下转A02版）

多家银行

上半年业绩报喜

聚焦三大重点领域

创业板筑造创新成长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