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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吸引外资“强磁场” 多地推实招新招

●本报记者 王舒嫄

2月1日， 浙江省赴欧洲投资促进团开启

为期10天之旅，行程覆盖捷克、匈牙利、德国。

“这次出行希望能给今年全省200多个团

组出国招商带个好头， 进一步掀起全省大招

商、招大商的热潮，增强跨国公司投资浙江、落

户浙江的信心。 ” 浙江省商务厅投资处二级调

研员李玉林说。

不仅浙江，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不

少地方为锻造吸引外资“强磁场” ，创新举措，

加大力度，推出多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增强外

资企业在华投资信心。

深入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不少地方在吸引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方面

推出举措。

福建提出，深入开展外资招商活动，抓住

全球产业链重组带来的机遇，把更多重大外资

项目吸引进来。广东提出，掀起新一轮大招商、

招大商热潮， 谋划引进一批新的百亿元级、百

亿美元级大项目。 海南提出，实施国际大招商

行动，引进落地一批外资标志性项目。 浙江提

出，强化外资招引服务，以超常规力度和措施

抓好重大外资项目招引工作。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日前表示，

以适当方式组织开展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

活动，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地方招商引资搭建平

台。 进一步畅通与外资企业沟通渠道，及时协

调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合理诉求，为外

资企业扩大在华投资提供优质服务。

深入开展外资招商活动，为外资企业提供

优质服务，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有利于增强

外资企业信心。“中央和地方都非常重视重大

外资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和保障措施，将极大便利外资重大项目落地实

施，进一步增强外商投资信心。 ” 商务部研究

院研究员聂平香表示。

以制造业引资为重点

以制造业利用外资为重点，一些地方在引

导外资更多投向制造业等方面采取系列举措。

四川提出，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突出

抓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引资。上海提出，引导

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湖北提出，服务和引导

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基础设施

等重点领域。陕西提出，招引更多先进制造业、

研发中心、区域总部企业落户。山东提出，吸引

更多制造业外资项目落地。

“当前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优势突出，除

产业链和市场外， 还有高效的政府服务和持

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以及制造业所需的熟练

技术工人、 工程师和研发人员等人力成本综

合优势。”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

任张菲称。

政策也在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等

领域。国家发改委去年10月就发布了《关于以制

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

干政策措施》（简称《若干政策措施》）。

金贤东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深入实施《若干政策措施》，引导外资更多投

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

保等领域和中西部、东北地区，更好发挥外资

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等方面的作用。

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也是多

地吸引外资工作重点。

江苏提出， 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

增量。辽宁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利用外资，促进

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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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交易所2月6日启动债券做市业务

首批共有12家证券公司参与做市

●本报记者 昝秀丽 黄一灵 黄灵灵

证监会2月3日消息， 交易所债券市场启

动债券做市业务。 目前，债券做市业务各项准

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将于2月6日正式启动，首

批共有12家证券公司参与做市。

上交所表示， 将稳步推进债券做市业务，

扩大做市商群体，拓宽做市券种范围，持续完

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 深交所表示，将积极引

导做市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规范开展债

券做市业务，及时总结做市业务经验，持续优

化做市交易机制，协同各方推动丰富完善做市

商支持机制。

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证监会表示， 为推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

展，提升市场活力，完善价格发现机制，近年

来，证监会持续指导沪深交易所加强二级市场

建设有关工作。

目前，上交所已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债券做

市交易业务将于2月6日上线。首批做市商包括安

信证券、东方证券、国泰君安、国信证券、华泰证

券、申万宏源、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中

信证券、财通证券和国金证券12家证券公司。

深交所表示， 将于2月6日启动债券做市

业务。 深市首批12家做市商已完成业务准备，

将进场提供债券做市服务。引入债券做市商制

度是深交所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又

一重要举措，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定价效

率，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债券做市业务已成为国际市场普遍采用

的交易机制。 推出债券做市业务，有利于降低

流动性溢价和债券发行成本，完善交易所债券

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

支持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定价效率，形成能更

加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债券收益率曲线，

为市场定价提供基准参考。

“做市业务制度能够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溢

价，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未来，高品质

以及高评级的债券更容易获得市场青睐。”川财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

持续优化做市交易机制

监管部门表示， 下一步将稳步推进债券做

市业务，持续加强交易所债券市场建设，持续优

化做市交易机制，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2年1月，沪深交易所发布新债券交易

规则，并同时发布了债券做市业务指引，为债

券做市提供了制度基础。

近期，上交所对拟参加债券做市的证券公

司进行做市技术验收，并组织证券公司开展债

券做市业务专项技术测试。

深交所发布了基准做市品种清单，债券做市

商可综合运用匹配、点击、询价等多种交易方式

提供做市交易报价，还可以利用协商成交合并申

报功能实现两笔买卖交易轧差，降低做市成本。

上交所表示， 将进一步激发市场发展动

力，持续完善买方市场建设，扎实推动交易所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深交所表示，将协同各方推动丰富完善做

市商支持机制，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市场

功能、凝聚市场合力，不断提升交易所债券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注册制“还权于市场” A股市场化程度加深

●本报记者 昝秀丽

监管部门日前表示， 注册制改革的本质

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审核全过程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监督，强化市场约束和法治约束。

市场人士认为，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意味

着发行上市条件将大幅优化， 监管审核将更

加严格，全流程信息公开水平将不断提高。在

一系列“还权于市场” 举措推进下，A股市场

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上市条件更加包容

业内人士认为，把选择权交给市场，突出

表现是发行上市条件将大幅优化。

“大幅优化发行上市条件是注册制与审

批制、核准制的一个重大区别。 ” 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表

示，新证券法将发行条件中“财务状况良好”

和“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的要求调整为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 ，注册制仅保留企业公开发

行股票必要的资格条件、合规条件，将核准制

下的实质性门槛尽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

求，监管部门不再对投资价值作判断。

具体来看， 本轮改革修订了主板的上市

门槛，精简主板公开发行条件，优化盈利上市

标准，取消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无

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限制等要求。 综合考

虑预计市值、净利润、收入、现金流等因素，设

置了 “持续盈利”“预计市值+收入+现金

流”“预计市值+收入”等多套多元包容的上

市指标。

更加包容的上市条件将推进资本要素市

场化，助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全

面注册制有助于拓宽企业准入范围， 提升资

本市场包容性，助力直接融资占比提升。从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角度来看， 其对助力中国实

体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产业升级

和经济结构调整、 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都具有积极意义。 ” 中金公司研究部策略分

析师、董事总经理李求索表示。

审核把关将强化

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并不意味着放松质

量要求，监管部门审核把关将更加严格。

一方面， 有关部门将督促发行人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信息。 比如，在此次沪深交易

所发布的配套规则中，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

露要求，结合审核监管实践，进一步完善以

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安排，审核类规则

增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提高信息披露

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读性” 等信息披露要

求，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增强可

读性。

专家表示， 注册制本质上是以信息披露

为核心的发行制度， 让市场选择真正有价值

的企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目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在核查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下转A02版）

上市公司回购

重要股东增持热情高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发布重要股东、高管计划

增持公告。 有的公告发布不久，就实施了增持。除

实际控制人、高管增持外，有的上市公司还发布了

“兜底式” 增持倡议的公告。 业内人士指出，“兜

底式” 增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高管、员工利

益与上市公司、小股东利益绑定。

除重要股东增持外，近期，不少上市公司积极

回购股份，有的上市公司短期内回购金额较大。

增持案例增多

中航泰达2月2日晚间公告，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普计划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不低于10万股公司股

份，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60万元。 截至公告日，黄

普通过北京汇智聚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50万股，间接持股比例0.36%。 中航

泰达称， 计划增持主要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是对公司价值的认同所做出的决定。

有的公司公告计划增持金额较大，并在发布

增持计划后不久就实施了增持。

天马科技1月31日晚间公告， 公司收到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董监高及核心管理人员的

通知，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

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拟于

2月1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陈庆堂

计划增持金额为不低于5000万元且不超过1亿

元， 其他增持主体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合计105万

股。 2月2日，陈庆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首次增持公司股份5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增持金额为1000.62万元；董事曾丽莉于2

月1日、2月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合计3.5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增持金额为62.83万元。

根据天马科技公告，公司预计2022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亿元至1.6亿

元，同比增长55.57%至91.47%。

发布“兜底式” 增持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实际控制人、高管增持

外，近期有的上市公司还发布了“兜底式”增持倡

议的公告。

天振股份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方庆华提交的《关于鼓励公司员工增持公司

股票的倡议书》。 基于对公司未来业绩持续增长

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 增强

投资信心。（下转A02版）

长江干流梯级水库去冬今春累计向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

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自去年冬天开启补水调度以来，截至

2

月

3

日，长江干流梯级水库已累计向下游补水超

100

亿立方米。

为解决去冬今春季节水资源供需紧张难题，中国三峡集团加强与水利、航运、电力等部门沟通协调，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开展长江干流梯

级六座水库枯期补水调度。 图为

2

月

3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拍摄的三峡枢纽全景。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