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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京会见

马英九一行。

习近平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中

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创造了源远流

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

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民族5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

繁衍生息， 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 光复

台湾。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

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的史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没有什么心结不能

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

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

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外部的干涉，阻挡

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两岸同胞一路走来，

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连、守望相助。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

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

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

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

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 我们要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

系大局。

第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华民

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

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

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

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

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

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 把中华民族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 家人和谐

相处，为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

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核心

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

有共同的认知。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

都是中国人、 一家人， 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

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增进了解，

累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

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

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这个目标很宏

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

胞过上好日子， 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

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 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共享祖国

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

未来更好。

第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

民族在漫长历史中， 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

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

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岸同胞

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

走越亲。 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

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

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

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 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

祖国宝岛看一看。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两岸

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

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

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百

年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

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

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就。 民族复兴的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

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

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 两岸青年必

将大有可为， 也必定大有作为。 我们欢迎台湾

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持续为两岸

青年成长、 成才、 成功创造更好条件、 更多机

遇。 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

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

春力量。

习近平说，4月3日， 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

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我对遇难同胞

表示哀悼，对灾区民众表示慰问。

马英九表示，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

独”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

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深化交

流合作， 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提升两岸同胞福

祉，携手前行，致力振兴中华。

与会台湾青年代表作了发言。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监管评价制度将修订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彭扬 王方圆

4月10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落实《统筹

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

水平实施方案》部署要求，进一步优化征信市场

布局； 修订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

制度，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修订小微企业贷

款风险分类办法，根据小微企业贷款特点，完善差

异化的分类标准。

完善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清单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表示，近年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等

有关部门全面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持续深化

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网络，深入推进“信易贷” 工作，为推

动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

资提供了“信用方案” 。

“此次《实施方案》提出新增归集17类、37

项信用信息，并明确了归集共享的具体内容和方

式。 ” 李春临表示，将根据需要适时对信用信息

归集和共享清单进行更新，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个

清单，以便利金融机构向经营主体提供信用融资

服务。

对已在国家有关部门实现集中管理的信用信

息数据，要加大“总对总” 共享力度，减少地方重

复归集工作量，提高信息共享效率。 李春临介绍，

目前从国家层面来讲，人民银行有征信系统，发改

委有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这两个是国家顶层的信

用信息归集平台，未来也要双向联通，现在信用平

台已经向银行进行了开放。

进一步优化征信市场布局

近年来，我国市场化征信机构发展迅速，在提

升信用融资匹配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任咏梅表示， 人民银行

将按照党中央关于建设覆盖全社会征信体系的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实施方案》部署要求，持续做

好征信市场的培育和管理。（下转A02版）

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加大资本市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力度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4月10日消息， 人民

银行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

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

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力

度。《指导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境内外上市融资或再融资， 募集资金用于

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 大力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 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资产

支持证券。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指导意见》

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持，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道路，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兼

顾长期与当前、激励与约束并重、高标准推动

和高水平合作等工作原则。

推动金融系统逐步开展碳核算

《指导意见》表示，到2035年，各类经济

金融绿色低碳政策协同高效推进， 金融支持

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准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更

加成熟，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

得到更好发挥。

在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和强化信息披

露方面，上述负责人介绍，推动金融系统逐步

开展碳核算， 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碳核算方法

和数据库， 制定出台统一的金融机构和金融

业务碳核算标准， 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运用

大数据、 金融科技等技术手段为碳核算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 制定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推动金融机

构和融资主体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分步分类

探索建立覆盖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

披露制度， 制定完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

息披露指引，健全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不断

提高环境信息披露和评估质量，推动跨部门、

多维度、高价值绿色数据对接。

支持符合条件企业上市融资或再融资

为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指

导意见》提出，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研究丰富与碳排放权挂钩的金融产品及交易

方式， 逐步扩大适合我国碳市场发展的交易

主体范围。

同时，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

续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利用绿色金融或转

型金融标准，加大对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

领域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信贷支持力度。

此外，《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大资

本市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力度。 支持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或再融资， 募集

资金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 大力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 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和

绿色资产支持证券。 积极发展碳中和债和可

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支持清洁能源等符合条

件的基础设施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产品。支持地方政府将符合条件的

生态环保等领域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

支持范围。 加强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

（EOD）的金融支持，完善相关投融资模式。

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研究推进绿色

资产管理产品发展。规范开展绿色债券、绿色

股权投融资业务。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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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2024年持续深入推进资本市场法治政府建设

★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个着力点， 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

实，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

坚持强监管、防风险与促发展一体推进，把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收敛

★

坚持监管“长牙带刺” 、有棱有角，“零容忍” 打击资本市场违

法违规行为，严惩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市场乱象

发力

AI

传统玩具企业瞄准新风口

证监会：推动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收敛

严惩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市场乱象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4月10日公布的2023年法治政

府建设情况显示，证监会2023年全年作出处

罚决定539项，罚没款金额63.89亿元，市场

禁入103人次。全年共47家公司退市，其中强

制退市44家。

2024年，证监会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

个着力点， 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

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加强重点领域

立法，为依法治市打牢基础。 坚持强监管、防

风险与促发展一体推进，把加强监管、防范

风险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资本

市场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收敛。全面落实依法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工作要求，坚持监

管“长牙带刺” 、有棱有角，“零容忍” 打击

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严惩欺诈发行、财

务造假等市场乱象，为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证监会还从“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

走实， 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基础法律制度”

“深入推进职能转变， 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全面落实‘零容忍’要求，坚持依法从严治

市”“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高效执法，防

范化解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持续加强

权力监督制约， 促进监管权力规范透明运

行”“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 六方面阐述了2023年法治政

府建设情况。

2023年，证监会加强大案要案惩治和重

点领域执法。全年共办理案件717件，其中重

大案件186件。 全年作出处罚决定539项，罚

没款金额63.89亿元，市场禁入103人次。 持

续加大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及通报线索118件。

会同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上市

公司领域证券违法犯罪案件专项执法。加速

推进常态化退市， 全年共47家公司退市，其

中强制退市44家。 退市改革三年来，强制退

市数量超过改革前退市数量总和。

证监会还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站稳人民立场，积极维护

投资者利益方面， 首例涉科创板上市公司特

别代表人诉讼泽达易盛案以诉中调解结案，

7195名投资者获2.8亿余元全额赔偿。 紫晶存

储案中介机构通过先行赔付程序赔付1.7万

名投资者10.86亿元，是新证券法修订后的首

单先行赔付实践。 证监会首次适用当事人承

诺制度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分别与紫晶存

储案四家中介机构签署承诺认可协议。

2023年，证监会调解成功案件3786件，

为投资者挽回损失约6.52亿元。 深化诉调对

接机制建设，累计实现与全国98家人民法院

建立诉调对接合作机制，促进金融司法协同

联动。

此外，证监会围绕中小投资者利益“痛

点” 深入开展持股行权活动，推动提升上市

公司质量。指导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现

场参加500场A股上市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

会，现场行使质询权670次，建议权33次，上

市公司采纳率达99.8%。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