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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对三大重点海域开展综合治理攻坚战

近年来，天津坚持渤海治污与岸线治理相结合，打造美丽海湾。 图为中新天津生态城南湾公园一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资料图片

A03 A06

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 涉及58个品种建仓分化 次新基金“挑剔”投资机会

发改委：谋划好促进共同富裕顶层设计

将推动制定出台《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本报记者 刘丽靓

2月17日，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

威在国家发改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

家发改委将推动制定出台 《促进共同富裕行

动纲要》，深入谋划好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

计。 牵头研究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方

案， 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

研究构建促进共同富裕监测评估体系。

浙江省将出台行动方案

去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

见》，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为

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围绕收入、

就业等制定的一批政策举措陆续落地。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司长哈增友表示，《意

见》印发9个月来，国家发改委与浙江省一道，

共同推进示范区建设扎实开展。推动专项领域

政策出台。 谋划构建浙江示范区“1+N” 配套

政策体系，协助浙江省积极对接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优先将本领域改革试点、探索示

范任务赋予浙江，明确责任分工，推动出台相

关领域政策文件。

围绕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浙江

省发改委主任孟刚介绍，浙江省即将出台“扩

中”“提低” 行动方案，提出八大实施路径和

九类群体激励计划。

具体来看，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谢晓波介

绍，行动方案的目标是推动率先基本形成以中

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核心指

标就是到2025年， 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

万至50万元群体比例要达到80%，20万至60

万元群体比例要达到45%。

谢晓波用“8+9” 来概括行动方案的核心

内容。“8” ，就是推动“扩中”“提低” 的八大

实施路径；“9” ，就是当前阶段重点关注的九

类群体。 比如，在促就业方面，提出了健全就

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营造

公平就业环境等举措。后续还将推动构建“全

面覆盖+精准画像” 基础数据库，对重点群体

政策实施情况开展效果评估， 并不断调整完

善重点群体类别， 推动更多人迈入中等收入

行列。

在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方面，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陈中表示，除了杭州市

区， 全面放开专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的落户限

制，杭州的落户条件为本科以上学历。 高校毕

业生到浙江工作，可以享受2万至40万元不等

的生活补贴或购房租房补贴。 大学生想创业，

可贷款10万至50万元。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

万元以下的由政府代偿； 贷款10万元以上的

部分，由政府代偿80%。大学生从事家政、养老

和现代农业创业， 政府给予10万元的创业补

贴。 大学生到这些领域工作，政府给予每人每

年1万元的就业补贴，连续补贴3年。 大学生到

浙江实习，各地提供生活补贴。 对家庭困难的

毕业生，发放每人30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

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 养懒汉陷阱

哈增友指出，一方面，必须明确的是，共同

富裕要靠共同奋斗。 共同富裕等不来，也喊不

来，必须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首先需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

大做好，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真正实

现人人享有。 下一步，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勤

劳致富精神， 鼓励全体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

合法经营、创新创业创造迈向幸福美好生活。

另一方面，需要坚持的是，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地推进共同富裕。（下转A02版）

北交所新三板改革取得突破性成效

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中国证券报记者2月17日获悉， 北交所、

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新三板2021年市场改

革发展报告》指出，2021年北交所、新三板改

革取得突破性成效，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和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报告》指出，全国股转公司和北交所将

以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为总方向，

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市场功能，提高投融

资对接效率，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型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

细规划稳开市

设立北交所是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的巩

固和延续。《报告》指出，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中小企业

对落实“六稳”“六保” 要求和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

是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在精选层平稳运行的

基础上，2021年证监会围绕统筹协调多层次资

本市场发展布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有效服

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专业化平台，形

成了精选层变更设立北交所、新三板与北交所

一体发展、协调联动的持续深化改革方案。

全国股转公司从制度发布、 系统改造、新

闻宣传、 稳市保障等方面详细规划实施路径。

《报告》指出，北交所试点注册制同步落地，坚

持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四套并行的上市标准兼

容并蓄，审核流程公开透明，自律审核与注册

程序高效衔接， 拓宽了资本市场改革惠及面。

北交所自然人投资者准入标准由精选层的

100万元调降至50万元，存量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的制度性障

碍迎刃而解。

创新层、基础层不仅为北交所培育输送优

质上市资源，更承担着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尽

早熟悉资本市场文化，满足企业早期融资交易

需求的重要职责。《报告》指出，2021年，新三

板出台可转债制度，允许设置市场化的发行条

款，发挥股债结合类产品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

道的积极作用；优化投资者准入机制，创新层

个人投资者门槛由150万元调降至100万元，扩

大了投资者规模；丰富特定事项协议转让适用

情形，提升了交易制度灵活性。

坚持特色发展

《报告》称，北交所与新三板始终站在多

层次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下，遵循证券

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场所建设一般规律，坚持特

色就是生命力的发展理念，构建全链条服务创

新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体系。

一是以错位发展为本， 补齐资本市场短

板。 北交所与新三板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市场定位突出更早、更小、更新，与主板、科

创板、创业板形成错位格局、增强服务合力。截

至2021年底，北交所上市公司82家，战略新兴

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占比87%；新

三板挂牌公司6932家， 符合北交所上市财务

条件的挂牌公司超过千家。 全市场累计783家

公司获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称号，59家

公司成长为“单项冠军” 。

二是以精准包容为要， 全面适配企业需

求。北交所制度规则涵盖发行上市、融资并购、

公司监管、证券交易、会员管理、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六大条线，紧密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

需求。 （下转A03版）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17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近日7部门联合印发《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对“十四五” 时

期渤海、长江口—杭州湾和珠江口邻近海域等三大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作出部署安排。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三大重点海域

水质优良比例较2020年提升2个百分点左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稳步推进，主要河流入海断面基本消除劣Ⅴ类。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杠杆效应” 增强

●本报记者 昝秀丽

“稳” 是当下的关键词。 对于今年的资本

市场工作，证监会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强调，

突出“稳增长” ，不断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能力。 近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月

份社会融资规模口径下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

票融资额达1439亿元，同比多增448亿元。 为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资本市场积极出力。

专家指出，锚定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基，

突出“稳增长” ，突出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在

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求“进” ，是当前

及今后一个时期资本市场工作的重头戏。 资

本市场功能有效发挥， 将带来直接融资量的

稳步提升和质的持续优化，推动实现资本、科

技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循环。

服务稳增长 为稳定宏观经济积极出力

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 过去一年，

聚焦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实现

量质双升。业内人士预计，新的一年里，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将突出“稳增长” ，突出资本市场

功能发挥，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21年， 多层次市场股债融资功能较好

发挥，全年股债融资规模突破10万亿元，有力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股权融资方面，IPO、再融

资保持常态化， 沪深市场481家企业首发上

市， 同比增长22%；546家上市公司完成再融

资，IPO、再融资规模合计超过1.5万亿元。

证监会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强调，2022

年资本市场工作要统筹好“稳” 与“进” ，突

出市场稳、政策稳、预期稳，努力在改革、开放

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体现“进” 。

如何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体现

“进” ？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将继续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坚

守科创板“硬科技” 定位，建设好创业板，扎实

办好北京证券交易所，规范发展私募股权和创

投基金，引导资金加大对科技创新、制造业、中

小企业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发挥好资本市场

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推动结构变革；发挥好

商品期货市场功能，对冲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

剧烈波动；抓实抓细资本市场支持振作工业经

济18条举措，强化直达力和精准性。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 截至2月

17日， 共有42家企业首发上市， 实现募资

1236亿元，金额同比增长1倍以上。 40余家企

业通过增发或配股，（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