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 � � � �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殷 鹏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王 力 美 编：王 力

2022年1月14日 星期五

A�叠 /�新闻 40�版

B�叠 /�信息披露 56�版

本期96版 总第8275期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证金牛座 App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中国证券报App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中证金牛座App

6家公司撤回IPO申请

专家称常态化发行势头不改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数据显示，今年1月尚未过半，已有6家

公司撤回IPO申请。而去年12月撤回IPO申请

的公司数达20家，接近去年2月的高位水平。

专家表示， 近期IPO申请撤单现象增多

或与个别公司准备不够充分、经营情况不佳

等因素相关，对此不应过度解读，未来IPO申

请撤单现象集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可以预

见， 在全面实施注册制的趋势下，2022年

IPO将保持常态化。

多家公司“撤材料”

据Wind数据，截至1月13日，今年已有6

家公司撤回IPO申请，含科创板拟上市公司1

家，创业板拟上市公司5家。1月11日就有3家

公司“撤材料” 。

IPO申请撤单现象从去年开始增多。 据

统计，2021年沪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等板

块合计有141家拟上市公司撤回IPO申请，

数量远超2019年及2020年水平。

“近期IPO申请撤单较多的原因主要有

三。 ” 开源证券总裁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孙金

钜认为， 一是个别公司经营出现大幅波动；

二是实施注册制改革后， 优质企业率先上

市， 剩下排队的个别企业质量可能有所下

降；三是监管机构强化板块定位，加强了对

上市公司“硬科技” 和“三创四新” 属性的

认定，个别公司属性定位不明确。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认为，近期IPO申请撤单增多的原因主要是

个别企业部分环节准备不到位或存在疏漏。

“IPO申请撤单现象存在很大偶然性和

不确定性，没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 监管部

门始终保持从严监管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

性。 ” 董登新说。

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IPO申请撤单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把

好“入口关” 的效果，体现了“从源头上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导向。

过去一年，监管部门多次强调杜绝“带

病闯关” ，坚持“申报即担责” 。 2021年7月，

证监会发布《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

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 提到，进

一步扩大现场检查和督导面，对收到现场检

查或督导通知后撤回的项目，证监会及交易

所将依法组织核查。 证监会表示，要建立投

行业务违规问题台账， 对投行项目撤否率

高、公司债券违约率高、执业质量评价低、市

场反映问题多的证券公司，每年至少组织一

次专项检查。（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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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冬奥村启动闭环管理 进入赛时状态

这是日前拍摄的北京冬奥会张家口

冬奥村（冬残奥村）。 记者1月13日从北

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了

解到，根据场馆运行实际需求，即日起

张家口冬奥村启动闭环管理，进入赛时

状态。

张家口冬奥村位于张家口赛区核心区

域， 向南距古杨树场馆群10分钟车程，北

距云顶滑雪公园12分钟车程， 占地19.7公

顷，总建筑面积23.9万平方米，分居住区、

广场区和运行区。

张家口冬奥村计划于1月23日预开

村，1月27日正式开村， 共运行53天，3月

16日闭村。 冬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7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2020名运动员及

随队官员。 冬残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

3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644名运动员

及随队官员。

1月14日-23日，张家口冬奥村将迎来

部分外籍考察人员， 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1月3日起，冬奥村就启动了“小

闭环” 工作模式———即为外籍人员和中方

陪同人员划定了安全活动区域和流线。

新华社图文

“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即将出台

基建运输等相关领域有望受益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建设交通强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乃关键一环。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即将出

台。同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修编，国家公路

网规划、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十四五”

铁路等行业发展规划的编制正抓紧推进。

专家认为，“十四五” 基建投资将重点聚

焦“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目标，围绕骨干通道、

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现代化机场建设等

靶向发力。 一季度是基建大项目集中开工时

节，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又

是突出任务，政策密集出台、靠前发力，基建投

资需求有望加快释放。

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加快构建安全、

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使交通真正成为发展的先行官，在新形

势下更具现实和长远意义。

做好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2021年9月8日，

国家发改委基础司负责人透露，国家发改委将

抓紧报请国务院印发实施“十四五” 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研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的修编，特别是完善西部地区、边疆地区路

网空白区域的铁路网络。抓紧推进国家公路网

规划、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十四五”铁

路、民航、邮政等行业发展规划的编制。

2021年6月，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受国

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时透露，将重点从六

方面发力。一是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综合立体交

通网。 加快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大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集群， 加快推进80个左右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建设， 统筹推进 “十四五” 时期

120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二是加快提升高品

质多元化的综合运输服务能力，深入实施国家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加快发展铁水联运、江海

直达、高铁快运等组织模式，推广全程“一单

制” 服务和双层集装箱铁路运输，推动冷链等

专业化物流快速发展。三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的交通运输市场。健全交通运输价格形成机制

和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四是着力提高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质量效益。 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智慧

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五是深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制机制改革。六是着力完善综合交通法

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地方规划密集发布

多省市日前相继发布“十四五”交通运输

体系发展规划。

《黑龙江省“十四五”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黑龙江省铁

路里程超过7000公里， 高速铁路达到1600公

里左右，除黑河、加格达奇外，基本实现“市市

通高铁” 。 公路里程超过17万公里，高速公路

突破6000公里。

江西省发布的该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铁路通车总

里程达到5500公里以上， 力争200公里/小时

及以上高速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400公里，实

现350公里/小时高速铁路设区市全覆盖。 到

2025年，公路通车里程达7500公里以上，通用

机场达20个以上。

此外，福建、山西、青海、甘肃、天津等地纷

纷发布“十四五”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

划。 福建提出，5年力争完成投资8300亿元，到

“十四五” 期末，高速公路建设规模达1600公

里，通车里程达6500公里，陆域乡镇30分钟内

便捷通高速比例升至85%。 青海提出，到2025

年，全省综合交通网里程将突破10万公里，干

线铁路电气化率达100%，（下转A02版）

逾1.1万亿元 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创新高

预计更高水平开放举措将加快落地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商务部1月13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同比增长14.9%

（折合1734.8亿美元，同比增长20.2%；不含银行、

证券、保险领域），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2021年商务部会同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围

绕‘六稳’‘六保’ 和‘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部

署，扎实推进稳外资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全年稳

外资工作任务，成效好于预期。”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束珏婷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业内人士预期，在我国吸收外资突破万亿元

大关基础上，更高水平开放的相关举措将加快落

地，进一步增加中国市场吸引力，推动我国稳外

资乘势而上，实现量和质的双提升。

引资规模取得佳绩

在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恢复势头放

缓背景下，2021年我国吸收外资实现两位数增

长，引资规模突破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快速增长， 规模创历

史新高，反映出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保持很强的

吸引力。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聂平香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对于这

一成绩，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认为，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以及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持续对外资产生

吸引力。 中国目前良好的发展状态，让外资对中

国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强。

新一轮稳外资路线图也正浮出水面。 束珏婷

表示，2022年商务部将从四方面稳外资， 包括进

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好2021年版全国

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扩大《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进一步推动开放平台

建设，吸引更多外资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外资企

业和项目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正如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所言：“随

着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再加上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善、

市场优势凸显， 相信中国将长期成为外商投资

的热土。 ”（下转A02版）

上交所

2022

年产业债已发行

280

亿元

1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上交所

组织召开的

2022

年首期产业企业债券投

融资座谈会上获悉，

2022

年以来， 上交所

债券市场已完成约

280

亿元产业债发行，

发行利率普遍较其他产品低。 上交所还将

开展产业类债券投资者培训，积极拓展更

多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促进

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培育形成丰富多元的

投资者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