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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经指数

评级机构持续“敲打”

欧洲重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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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今年涨幅被抹去 避险资产获青睐

� � � �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

究公司（

EPFR

）报告称，在截至

5

月

30

日的一周内，由于投资者担

忧西班牙将引发新一轮欧债危

机，且上周美国和欧洲公布的经

济数据令人失望，避险资产美国

债基吸引了超过

17

亿美元净流

入，黄金板块基金吸金额则创今

年

1

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记录。

两沪深300ETF上市首周净赎回近38亿份

� � � �沪深交易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 两只沪深

300ETF

产品上市

首周共净赎回

37.61

亿份，净赎回额合计约

70

亿元。 沪深交易所分别

发布公告，这两只

ETF

将于

6

月

4

日起纳入融资融券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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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稳增长应重在激活长期增长潜力

□

本报记者 顾鑫

近期围绕“稳增长”出台

的政策措施，让投资者产生了

“类

4

万亿投资”或“

N

万亿

2.0

版本”经济刺激计划启动的预

期。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稳增

长” 虽有部分措施着眼于短

期，但更有着眼长远、激发长

期增长潜力的考量，而后者应

是政策的“重心”，这些措施在

执行过程中不应被有意无意

地弱化。

在当前情况下，推出“

N

万

亿

2.0

版本” 的经济刺激计划不

可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不

景气、外需萎靡的情况下，刺激

经济增长更倚重投资和消费。中

国的储蓄率较高，居民的消费意

愿短期内难以提升，因而投资是

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

手段。 不过，本轮投资拉动的空

间并没有

2008

年时那么大，企业

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也较高，

且“四万亿”投资带来的后遗症

已经显现， 如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政策退

出后景气波动加剧等。经过上一

轮政策刺激，各方面均认识到短

期的过度刺激只能加大经济结

构调整的难度。 此外，今年经济

增速目标为

7.5%

，经济增速下滑

在预期之中。

从发改委审批的具体项

目看，诸多项目获得批复是在

落实有关“十二五”规划，并没

有看到“大水漫灌”式的项目

上马， 更多的是精准的 “点

灌”， 毕竟一些欠发达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 此

外，据统计，在今年以来发改

委审批的项目中，清洁能源和

节能环保项目占了大半壁江

山，可见在着眼投资拉动的同

时也着力于经济转型。

“稳增长” 应是一揽子政

策举措， 不只是针对当下，更

是针对长远。在一系列政策信

号中，要给中国经济注入持续

发展动力的内容已经显现。

一方面，通过制度改革释

放增长动力的意图较明确。 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民间

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

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 银

监会、国资委、证监会、交通运

输部、铁道部等部门已出台相

关文件，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部

分垄断领域。 未来政策的推进

将会成为新的改革红利。

另一方面， 对于创新和

技术进步更为关注。 日前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

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会议提

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我国

发展的战略目标， 最根本的

是要靠科技的力量， 最关键

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 会议释放出的信号意味

深长。 （下转A02版）

再次摸底调研接近尾声

券业创新举措有望迎来“组合拳”

□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

会” 召开至今已近一个月，会

后开启的新一轮摸底调研接

近尾声。 多家券商表示，针对

会上提出的

11

条推动行业创

新意见及

6

项关于业务和管理

的具体措施指引，证券公司均

已提交相关建议，不少建议甚

至超出了征求意见稿的政策

建议范围。 下一步，监管层将

对这些建议逐一研究，形成引

导未来若干年行业改革发展

的创新思路。

有关部门日前向券商下

发征求意见的文件包括《关于

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

发展的思路与措施（征求意见

稿）》（即

11

条推动创 新意

见）、《关于修订完善证券公

司风控指标的意见》、《证券

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

细则》、《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

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 （草

案）》、《证券营业部信息技术

指引 （征求意见稿）》、《关于

证券公司开展网上开户业务

的建议》等。 针对上述建议，

证券公司均在公司内部积极

通报、 制定战略发展思路并

整理反馈意见。

多家券商高层表示，呼

吁监管层在此轮调研结束后

进一步明确行业创新的底

线、 空间和下一步推进发展

思路。

尽管多项文件尚未最终

定稿，但券商创新已同步密集

推进。 券商人士预计，近期监

管层有望推出组合拳促进行

业创新。 从具体举措来看，一

是财务松绑，修改券商风险资

本准备计算标准和证券公司

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等。 二

是力促资本中介型买方业务，

包括直投、 两融业务深化、股

票约定式回购试点，放开设立

直投、并购、另类子公司限制

以及酝酿中的并购基金。 三是

其他业务措施，包括扩大金融

产品代销范围、客户保证金管

理、 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券

商资管产品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

RQFII

等。

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密切配合

新一轮信贷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扩容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陈莹莹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央行、

银监会、 财政部等部门日前就进

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

关事项下发的通知明确， 信贷资

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选择要兼顾

收益性和导向性， 既要有稳定可

预期的未来现金流， 又要注重加

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

扩大试点阶段禁止进行再证券

化、合成证券化产品试点。

相关部门将鼓励金融机构选

择符合条件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

款、 经清理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公司贷款、节能减排贷款、战

略性新兴产业贷款、 文化创意产

业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汽

车贷款等多元化信贷资产作为基

础资产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

在扩大试点阶段，将鼓励更多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参与信

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时，要求信贷

资产证券化各发起机构应持有由其

发起的每一单资产证券化中的最低

档次资产支持证券的一定比例，该

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每一单全部资

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的

5%

，持有期

限不得低于最低档次证券的存续期

限。 发起机构原则上应担任信贷资

产证券化的贷款服务机构。 切实履

行贷款服务合同各项约定。

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与交易初始评级应

当聘请两家具有评级资质的资信

评级机构，进行持续信用评级。鼓

励探索采取多元化信用评级方

式， 支持对资产支持证券采用投

资者付费模式进行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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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高度相似

加多宝欲起诉广药集团

华澳信托

将与大连实德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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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连仲：

物价涨幅呈高位回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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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解禁额791亿元

环比升24%

A09

数据信息

避险情绪升温

黄金绝地反击冲上1600美元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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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公基“打鸣” 基金闻声增仓

� � �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

5

月

18

日至

5

月

31

日，股混型基金的股

票仓位大幅提升至

82.21%

，较

上一个周期的

78.8%

增加了

3.41

个百分点， 升至

2006

年以

来的较高水平。

金牛基金周报

经济数据又拉警报 美欧货币政策或“从宽”

� � � �上周出炉的美欧最新经济数据齐齐敲响了复苏“警钟”。美国就

业市场复苏疲弱，改善速度明显不及今年年初，而欧元区失业率再

创新高。 美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不及预期，而欧洲制

造业加速萎缩。 多家机构预计，鉴于经济形势疲弱，美联储、欧洲央

行和英国央行均可能采取进一步宽松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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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成品油价下调窗口料8日开启

� � � �欧美油价在

６

月首个交易日

出现大幅跳水，与国内成品油调

价挂钩的布伦特油价跌破每桶

１００

美元，创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以来的新

低。 多家研究机构测算，我国成

品油调价参照的三地原油变化

率负向波动已突破

６％

。按照时间

间隔条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

６

月

８

日开启，而考虑到国际油价

下跌的幅度，此次成品油下调幅

度或较大，调价后，国内油价有

望回归至年初油价上调之前的

水平。

图为

6

月

3

日， 车辆在青岛一

加油站加油。近日，青岛市汽油批

发价已下调， 地方炼油厂下调幅

度达每吨

700

元，两大石油集团每

吨则下调了

100

元。

新华社图片 合成/苏振

新华社记者 刘雪 王蔚 文

5月数据或令调控再出手

□

本报记者 任晓

5

月经济数据本周陆续公

布。一些机构预测，

CPI

同比涨幅

有望继续下行，但经济数据或继

续低迷。 在各项数据公布前后，

政策调控窗口或再度开启。分析

人士认为，若

5

月数据不佳，应下

调利率稳定预期刺激需求。

多项数据料维持低位

5

月

CPI

涨幅有望持续回

落， 多家机构给出的同比涨幅

预期值在

3%-3.2%

之间。

5

月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蔬菜价格继续回落及需求疲软推

动物价回落。 中金公司预计，

5

月

PPI

同比涨幅下降至

-1.5%

，

CPI

同

比涨幅进一步下降至

3.1%

。 兴业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预计，

PPI

同比继续在负增长区间运行，

CPI

同比涨幅较上月继续回落

0.2

个百分点至

3.2%

。

鲁政委预计，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继续下滑至

20%

以下，零售

则继续小幅上升，进口和出口虽

然都较上月反弹，但仍在

10%

以

内。 工业增加值预计会小幅反

弹，但增速仍为个位数，不会出

现实质改善。中金公司预计，

5

月

的工作日天数多于去年同期，工

业增速有望反弹至

10.2%

，进出

口同比增速也将出现回升，不过

仍维持在低位，贸易顺差将扩大

至

200

亿美元左右； 反映内需的

投资和消费仍表现乏力，增速分

别继续回落至

19.5%

和

13.8%

。

信贷方面，由于存款持续下

降、贷款需求持续低迷，多家机

构预计

5

月贷款增长依然乏力。

中金公司预计

5

月贷款增量

6500

亿元，加上外汇占款可能继续净

减少，

M2

增速将跌破

12%

。 （下

转A02版）

祝宝良：

大力度刺激经济政策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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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远调整收购鸿源稀土计划

“夺金”大战落幕

山东黄金集团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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