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交所：科创板股票

做市交易业务准备就绪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上交所日前发布消息称，上交所已完成科

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各项准备工作，科创板

股票做市交易业务上线已准备就绪。 截至10月

14日，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14家证券公司取得

了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业务资格，标志着部分证

券公司具备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

条件。

做市商将在完成备案后开展业务

据上交所介绍，科创板开市以来，稳步试点注

册制，统筹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

等基础制度改革， 各项制度安排经受住了市场检

验，为引入做市商机制创造了良好条件。证监会于

2022年5月13日发布 《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

交易业务试点规定》，上交所于2022年7月15日发

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

施细则》及业务指南。

规则发布后， 上交所积极开展科创板股票

做市交易业务相关准备工作， 开发建设科创板

做市业务管理系统， 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监控

及监督管理方案， 完成证券公司开展科创板做

市业务专项技术测试并先后组织开展4次全网

测试。

接下来， 上交所将根据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

申请， 完成做市商对特定科创板股票开展做市交

易业务的备案， 并通过官方网站相关专栏向市场

公布。 做市商将在完成备案后开展科创板股票做

市交易业务。

获批券商紧锣密鼓做好准备

首批获得科创板做市商试点资格的8家券商

为申万宏源、华泰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东方

证券、财通证券、国信证券、国金证券。第二批获批

券商共6家，分别为中信证券、国泰君安、招商证

券、兴业证券、东吴证券、浙商证券。

截至目前，14家获批券商均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做市业务上线工作。 其中，首批8家券商正在申

请办理换领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相关工作进展

顺利。按照以往证券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经验，预

计首批做市商近期可以完成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换领，完成业务上线全部准备工作。

浙商证券董事长吴承根表示，公司将在制度、

人员、资金、设备、技术和场地等方面进行全面资

源调动，认真做好科创板做市业务上线准备，助力

科创板混合做市平稳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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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之畔

稻浪飘香

10月16日， 在安徽省巢湖

市槐林镇， 农机手操作收割机

在田间收割水稻。

金秋时节， 安徽省巢湖市

槐林镇大片水稻田迎来丰收。

近年来， 巢湖市通过化肥减量

增效、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方式， 推进巢湖流

域水稻绿色种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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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信号持续释放 加力稳外贸外资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从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 作用到加快发

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从发挥各地专班外资服

务机制作用到酝酿出台制造业引资专项政策，

扩大制造业外资流入……一系列稳外贸外资

的政策信号持续释放。

专家认为， 伴随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见

效，我国外贸稳量提质将更具保障，对外资吸

引力将持续增强。

发挥外贸大省作用

“外贸大省是当前全国上下稳外贸稳经

济的骨干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张德勇说，外贸大省勇挑大梁稳外

贸，不仅可以为外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强劲动

力，也将发挥稳经济的关键支撑作用，推动国

内经济回升向好、持续发展。

为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9月13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

资的举措，提出压实外贸外资大省责任，更好

发挥“挑大梁” 作用，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和

服务。 9月27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印发支持外

贸稳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明确外贸大

省要更好发挥挑大梁作用，拿出具体措施。

从地方层面看，相关举措正陆续推出。 例

如， 浙江提出加大国际海运物流纾困力度，加

大信保支持力度； 江苏提出加快发展跨境电

商、提升市场采购贸易发展水平；广东鼓励各

地加大对海外营销、来粤采购、境外投资等跨

境经贸活动支持力度。

“从目前各部门和外贸大省自身部署来

看，政策一方面在为企业降成本，另一方面则

通过各级政府和部门协同发力， 稳定企业预

期， 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的意愿和能

力，筑牢我国外贸稳中求进的基础。 ” 商务部

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

伴随政策落地见效，外贸保稳提质有望获

得更有力支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

放研究院教授庄芮说，相关部门和地方的针对

性举措，将推动外贸大省外贸创新发展，为我

国外贸稳总量提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是对外贸

易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创新实践，也是我国外贸

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有利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于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商务部外

贸司副司长李硕近日表示，商务部将加快发展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充分发挥跨境电商作用。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规模达1.92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占

我国外贸比重的4.9%。“今年前8月跨境电商

仍然表现出较好增长势头。 ”商务部国际贸易

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日前表示。

为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政策支持力度不断

加大。 王受文透露，商务部准备再新增一批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培育跨境电商市场主体，

充分挖掘跨境电商优势和潜力；利用外经贸发

展专项资金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

支持海外仓建设。

近日召开的2022年全国外贸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按照“扩增量、防减量、强保障”

的总体思路， 支持外贸企业保生产保履约、畅

通外贸企业抓订单渠道，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和新增长点。

各地也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加快培育

外贸新增长点。 例如，山东出台《山东省跨境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提升发展行动计划》，指导

9个综合试验区完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壮大

市场主体、强化金融支持等政策体系。

加大力度稳外资

在稳外贸政策持续加力的同时，稳外资工

作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9月22日，商务部召开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

班地方成员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进一步发挥各

地专班外资服务机制作用， 加大稳外资工作力

度，推动稳外资政策落实落地。 9月29日，国家发

改委外资司副司长夏晴在国家发改委专题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发改委将和各部门、各地方

一道，切实落实稳外资的各项政策措施。

促进制造业引资成为下一步稳外资政策

的重要内容。 夏晴透露，将于近期发布以制造

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政

策措施，加强投资服务，扩大制造业外资流入。

除将出台制造业引资专项政策外，夏晴透

露，将加紧出台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 新版目录将进一步扩大鼓励范围，引

导外资投向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

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尽快出台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将有助于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

科技创新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推动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表示。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高技术

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3.6%，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增长43.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1.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示，我国

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 开放领域逐渐增多，

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扩大， 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

更广阔空间，对外资吸引力持续增强。

可转债发行活跃 料迎上市小高峰

●本报记者 连润

10月17日，常银转债上市。 数据显示，截

至10月16日，10月可转债市场有3只可转债上

市，8只可转债发行。 此外，10月以来，有33家

上市公司更新可转债发行预案最新进展。业内

人士认为，可转债集中发行，意味着近期可转

债上市将迎来小高峰。 可转债市场发行活跃，

将为上市公司持续发挥融资功能。

多只可转债集中发行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月16日，10月可

转债市场迎来8只可转债发行，发行总额总计

101.10亿元。其中，锂科转债发行规模最大，为

32.5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据Wind数据统计，10月

10日至10月14日，8只可转债集中发行。 单周

发行8只可转债现象较为少见。

除此之外，可转债发行“后备资源” 也较

为充足。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16日，10

月以来， 已有33家上市公司披露更新可转债

发行预案最新进展。 其中，6家为初次披露发

行预案， 计划发行总额为106.20亿元；18家预

案获股东大会通过，计划发行总额为177.63亿

元；2家发行预案获发审委通过， 计划发行总

额34.80亿元；7家已拿到证监会核准批文，计

划发行总额为166.71亿元。

作为上市公司融资方式之一，可转债近年

来颇受青睐。 业内人士分析，发行可转债成本

较低，且大多数可转债都被持有人转换成公司

股票， 发行人实际需偿付的债券资金并不多。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6日，今年以来发

行的可转债首年票面利率平均值为0.32%，多

只可转债首年票面利率低至0.20%。

上市公司积极发行可转债，可转债市场进

一步扩容。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6日，今

年以来已发行可转债112只， 发行规模总计

1765.24亿元。

上市首日涨幅较大

业内人士分析，可转债集中发行，意味着

最近一段时间，可转债上市有望迎来小高峰。

从今年可转债上市首日表现看，可转债上

市首日涨幅普遍较高。 Wind数据显示，截至

10月16日， 今年以来共有100只可转债上市，

上市首日收盘平均涨幅为31.57%。 10月以来

新上市的3只可转债， 上市首日平均涨幅为

19.75%，其中，金盘转债涨幅最大，达33.07%。

二级市场上，上周（10月10日至14日）可

转债市场表现较好。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

月14日收盘， 上周中证转债指数连续四日上

涨，周涨幅为2.10%。

“目前可转债市场交易情绪回暖，成交额

逐步回升。” 安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池光胜

表示。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曾羽表

示， 目前可转债市场存量转债估值出现一定

压缩，新债估值回归更加明显，配置价值逐步

显现。

七大金融机构发布公告

高效精准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黄一灵

继邮储银行10月10日发布公告后，10月

16日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寿纷纷发布有关服务

实体经济的公告。

从公告来看，今年以来，银保机构在践行

重大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普惠金融等方

面成效显著，相关财务指标表现良好。 金融机

构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益的发展。

新增投融资保持增长

在公告中，五大国有银行和中国人寿透露

了今年前三季度服务实体经济的成绩单。

整体来看，五大国有银行前三季度新增投

融资保持稳定增长。 截至2022年9月末，建设

银行人民币贷款近20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2.1万亿元， 同比多增近5200亿元；9月末中国

银行客户贷款较年初增加1.69万亿元，达

17.41万亿元，增长10.78%；工商银行前三季

度为实体经济新发放5万亿元以上投融资，9

月末境内人民币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净增加2.2

万亿元，同比多增4573亿元；农业银行前三季

度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2.2万亿元；今年前9个

月，交通银行融资总量超过8000亿元，其中，

境内人民币各项贷款较上年末增加6444亿

元，增幅为10.63%，同比多增950亿元。

中国人寿方面，今年以来，加大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国家重点区域投资力度。 截至9月

30日， 中国人寿服务实体经济投资规模超过

3.3万亿元；全面助推“双碳” 行动，绿色投资

规模超过4000亿元。 截至9月30日，中国人寿

向国有企业改革、民营及小微企业发展累计投

资超过4000亿元。

与此同时，服务保障民生也是金融机构的

应有之义。 建设银行披露，拟出资300亿元设

立住房租赁基金，探索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 截至9月末，中国人寿在全国承办200

多个大病保险项目，覆盖近3.5亿人。 长期护理

保险覆盖2600多万人。

加大重点领域融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国有大行持续

支持国家重大战略， 加大重点领域融资支持。

支持制造业方面，截至9月末，建设银行投向

制造业的贷款2.2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幅为

32%；中国银行境内制造业贷款较上年末增长

约18%；工商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

加超过8100亿元，增幅为37.5%。

绿色金融方面，截至9月末，建设银行绿

色贷款近2.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6300亿元，

增幅为32%；中国银行绿色信贷较年初增长约

36%； 工商银行绿色贷款较年初增长约9500

亿元，增幅为34%；交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

6000亿元，较上年末增幅超25%。

科技金融方面，截至9月末，工商银行战略

新兴产业贷款余额突破1.6万亿元， 较上年末

增幅达59.2%； 中国银行科技金融授信余额超

过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6%以上；交通银行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较上年末增长42.61%、科

技金融授信客户较上年末增长35.62%。

普惠金融方面，截至9月末，建设银行普

惠金融贷款近2.3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近

4200亿元，增幅为22%；中国银行普惠贷款较

年初增长约35%；工商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较上年末增加超4100亿元， 增幅为37.6%；交

通银行9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有贷款余额的

客户数较上年末实现较快增长。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部分国有银行还在公告中透露了相关财

务指标的最新情况。 交通银行表示，截至9月

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均较6月

末下降， 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建设银行称，

2022年前三季度， 该行经营业绩符合管理预

期，资产回报、资本充足、净息差等核心指标

继续保持同业前列。 农业银行前三季度资产

规模实现较快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邮储

银行前三季度客户贷款总额超过7万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超过10%，增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客户存款总额超过12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超过8%。

展望下一步，工商银行称，该行将进一步

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中国人寿表示，将

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持续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 和社会

“稳定器” 作用。

中国银行强调，将坚持国内商业银行业务

为集团的主战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益的发展， 不断推进区域化管理和集约化经

营，持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