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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各级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9日召开会议， 讨论

国务院拟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

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付出艰辛努

力，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实现回升

向好，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统筹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统筹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

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 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会议指出，今年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

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增

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

政策环境。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坚持不懈

抓好“三农” 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坚决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善作善

成，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央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

支付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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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监管 提升“零容忍” 执法效能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近期证监会强化全流程监管执法， 严肃查处

了一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典型案件，促进市场平

稳健康运行。 证监会日前召开的资本市场法治建

设座谈会再度释放“全面提升‘零容忍’ 执法效

能” 重磅信号。

业内人士表示，监管部门从严监管，尤其针对

欺诈发行、 违规交易及信息披露造假等行为进一

步加大惩戒力度，有效净化资本市场发展生态，切

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呵护市场信心。 未来，“零容

忍”执法效能将进一步提升。

强化全流程监管执法

近期，监管部门突出全流程监管执法，把好“入

口关” ，畅通“出口端” ，对于证券服务中介机构“一

案双查” ，督促、警示“看门人”切实归位尽责。

把好“入口关” ，坚持“申报即担责” 。证监会

日前对思尔芯申请科创板首发上市过程中欺诈发

行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这也是新证券法实施

以来的首例。

“IPO应该首先重视质量，为投资者提供优质

投资标的。 今年以来已有40多家公司IPO终止

（撤回），远超去年同期数量。 在发行上市监管工

作中，监管部门持续加强全链条把关，以上市公司

质量的提升回应投资者关切。 ” 深圳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吕成龙说。

畅通“出口端” ，对重大违法企业坚决出清，

重大违法类退市机制彰显威力。 *ST新海2月21日

发布关于公司股票预计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ST博天2月2日收到上交所

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先告知书。

“近年来， 触及重大违法类退市情形不断增

多。 ”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

赵锡军表示，把重大违法行为细化，明确纳入强制

退市安排， 表明证券市场对上市企业要求更加全

面、更加完整。

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证券服务中介机

构归位尽责是防范证券欺诈造假行为、 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监管部门

严格落实上市公司主体责任与中介机构责任“一

案双查” ，（下转A02版）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加快多层次债市发展

柜台债券投资品种扩大便利度提升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2月29日发布 《关于银

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通知》进

一步扩大柜台债券投资品种， 优化相关机

制安排， 以便利居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债

券投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多层次

债券市场发展。

明确柜台投资者范围

业内专家表示， 柜台债券市场是银行

间债券市场向零售金融服务领域的延伸，

是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的重要环节， 也是

践行普惠金融的重要场所。

《通知》共十二条，进一步提升了柜台

业务的便利度。 具体而言，明确柜台投资者

范围，包括个人投资者、企业和金融机构。

在业务品种和交易方式上，《通知》明

确， 柜台债券品种包括国债、 地方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等银行间债

券市场债券品种。 已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

易流通的各类债券品种通过柜台投资交

易，不需要经发行人认可。 柜台业务开办机

构与金融机构交易品种增加债券借贷和衍

生品等。

此前，人民银行于2016年2月14日发布

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管理办

法》规定，柜台业务债券品种包括经发行人

认可的已发行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国家开

发银行债券、 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发行对象

包括柜台业务投资者的新发行债券。

《通知》 明确， 优化投资者开户管理

规则，已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立账户的投

资者， 在柜台业务开办机构开立债券账

户，无需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 获准进入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可通过柜

台业务开办机构和境内托管银行开立债

券账户。

对于开办机构内控管理要求，《通知》

明确， 柜台业务开办机构应建立合理的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加强柜台业务内控

管理和系统建设，做好交易服务全程留痕，

妥善防控业务风险。

安全性高 交易灵活

据了解， 柜台业务开办机构为个人和

企业提供柜台债券业务服务的， 主要以国

债、地方政府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为主。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截至2023年

末，全国已有30家商业银行开办了柜台债

券业务，为投资者开立账户630万个。 数据

显示，当前柜台债券品种中国债、地方政

府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分别占比56%、21%

和23%。

对于个人如何通过柜台购买国债、地

方政府债，业内人士介绍，上述30家商业银

行包括国有大行、 股份行以及聚焦本地经

营的中小银行。“居民可以在这些银行的营

业网点或电子银行渠道申请开立柜台债券

账户，与本人银行卡绑定后，在交易时间即

可通过银行网点或者APP买卖债券， 查询

债券价格和债券余额。 ”他说。

相比银行存款、银行理财、公募基金，柜

台债券有其自身优势。 业内专家介绍，相比

其他金融产品，总的来说，柜台债券票面利

率会高于同期限的银行存款，而且柜台上交

易的国债、地方政府债是政府信用，安全性

高，能满足居民对低风险、收益稳健的理财

需求。 另外，柜台债券交易灵活，一百元起

投，投资者着急用钱时，可在交易时间卖出

债券，或者把债券作为抵押品向银行办理质

押贷款，变现能力较强。（下转A03版）

视觉中心图

国家统计局2月29日发布《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0582亿元，比上年增长5.2%

第一产业增加值89755亿元，比上年增长4.1%

第二产业增加值482589亿元，比上年增长4.7%

第三产业增加值688238亿元，比上年增长5.8%

(饼图 合计100%）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3%，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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