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0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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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强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韩景丰 美 编：韩景丰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2023年9月4日 星期一

A�叠 /�新闻 12�版

B�叠 /�信息披露 4�版

金牛基金周报 8�版

本期24版 总第87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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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

完善绿色金融统计监测和考核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 王方圆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9月

3日在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

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

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银行业保险

业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绿

色金融，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当

前与长远的关系，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一是健全规则标准。逐步完善绿色低碳

发展和绿色金融制度框架，形成与碳排放强

度和总量双控相匹配的金融政策安排。进一

步完善绿色金融统计监测和考核评价体系。

研究建立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标准，为金融机

构全面衡量碳足迹、加强气候和环境风险管

理提供指导。

二是创新产品服务。 加大对可再生能

源、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领域的

金融支持， 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

探索并购融资、气候债券、绿色信贷资产证

券化等创新产品。 进一步发展排污权、碳排

放权等抵质押融资业务。稳妥开展碳金融业

务，提高碳定价的有效性和市场流动性。 丰

富绿色保险产品， 探索差别化保险费率机

制，提升对绿色经济活动的风险保障能力。

三是强化风险管理。严把项目融资的碳

排放关，完善客户授信管理，将碳表现、碳定

价纳入授信管理流程。协同推进绿色转型和

数字化转型，运用金融科技提升对气候和环

境风险的管理能力。探索开展情景分析和压

力测试， 评估高碳行业资产的风险敞口，针

对性做好应对预案。

四是完善日常监管。落实绿色金融监管

政策，优化业务流程。 将绿色转型进展纳入

日常监管评价。 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指标体

系， 加强对实施情况和相关风险的监测分

析，确保银行保险机构安全稳健运行。

五是推进国际合作。 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框架下，加强

绿色金融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国际规则制定

中发挥积极作用，讲好中国故事。 将“一带

一路” 作为实现绿色发展国际合作的重要

平台，积极探索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新

模式、新路径、新机制。

证监会：以健全法治和强有力监管执法提振投资者信心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9月3日在2023

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提振投资者信心，

从根本上讲要靠完善的法治、 严格的监管执法和

健全的投资者保护。 下一步，证监会将努力以健全

的法治和强有力的监管执法提振投资者信心。

焦津洪说，完善的法治是提振投资者信心的

基础。 只有加快形成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才能让市场各方对市场的规则和秩序充满信任，

对市场发展具有稳定预期，才能放心投资。

严格的监管执法是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

举措。焦津洪认为，通过加强监管执法，推动上市

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质量，及时清除市场中的“坏鸡蛋” 和“害群之

马” ，维护市场秩序，让市场各方能够看清上市

公司的投资价值，市场活力才能显著提升。

他还表示， 健全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提振投

资者信心的重要保障。 只有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机制，最大程度防止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

者即使受到侵害，违法违规行为能得到及时查处，

投资者损失能得到及时赔偿，投资者才能有信心。

焦津洪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的各项

决策部署，努力以健全的法治和强有力的监管执

法提振投资者信心。

具体看，一是持续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体系。 推

动修改公司法等法律，制订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行

政法规，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各条线制度规则立改废

释和体系优化，努力使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更加科学

完备，为监管执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执法体制机制。 全面

推进监管转型，强化各条线监管协同，构建高效协

同的监管架构， 完善符合资本市场发展需要的中

国特色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强化“零容忍”执法震

慑。 健全部际联动、央地协作的工作机制，深化与

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增强监管执法合力。

三是创新监管方式方法。 持续完善监管“工

具箱” ，坚持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

续监管，不断提升监管效能。推进阳光监管，消除

“口袋政策” ，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努力提升监

管透明度和一致性。

四是提升监管科技化水平。加快监管科技平

台建设，进一步提高监管信息的集成度，开发并

推广实用分析工具， 促进业务和科技深度融合，

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

五是不断强化投资者保护力度。 坚持把“大

投保” 理念贯穿资本市场监管全链条、各方面，

推动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常态化开展，统筹运

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先行赔付、责令回购等

制度措施，丰富持股行权、支持诉讼、示范判决等

实践，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此外，对于首都金融发展，北京市副市长靳伟

表示，面向未来，北京市将持续深化金融业的改

革发展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更多的区域金

融合作在京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将不断完善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北交所市场建设与改革开

放， 持续推进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

点，健全PE/VC被投企业的服务机制，不断活跃

北京资本市场，大力提振投资者信心。

服贸会上看科技亮点

这是

9

月

3

日在首钢园拍摄的一款自动驾驶小巴。

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

9

月

2

日至

9

月

6

日在北京举办，众多科技产品亮相展区，吸引观众驻足参观。 新华社图文

北京大学教授刘力：

北交所深改推动多层次市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

积极把握改革“东风”

券商北交所业务有望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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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重磅政策频出

房企迎利好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 一线城市相继出台 “认房不认贷”政

策，引发市场关注。业内人士认为，“认房不认贷”

政策可有效降低购房者成本，置换需求有望提升。

除“认房不认贷” 外，多地“因城施策” 用好政策

工具箱，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从房企角

度看，不少房企受益再融资条件放松、融资利率降

低等利好政策。

重磅政策接连出台

9月1日，北京、上海推出“认房不认贷”政策，

广州、深圳则于8月30日推出这一政策。 长沙、苏州、

重庆、无锡等地也纷纷出台“认房不认贷”政策。

8月25日，住建部官网发文，住建部、央行、金融

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

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将首套房贷款“认房不用

认贷”纳入“一城一策”工具箱，供城市自主选用。

此前，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

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适时

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随后，住建部召开企业座谈会，提出要继续巩

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 大力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 进一步落实好降低购买首套住房

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

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施；继续

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快项目建设交付，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业内人士表示，“认房不认贷” 即不论是否曾

经有过贷款，只要目前名下没有房产，均可按首套

按揭贷款享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优惠。 “认房不认

贷” 政策可有效降低购房者成本，置换需求有望

抬头，市场上中高端需求量有望增大。

除“认房不认贷”政策外，引导个人住房贷款

实际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行， 也是近期引发市场关

注的重点政策。

8月31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降

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关

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下转

A02版）

创新引领发展 激活服务贸易新动能

●本报记者 连润 王舒嫄

9月2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在北京开幕。 专家表示，扩大和深化服务贸

易合作具有系统性全局性的意义，作为国际贸

易中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仍然

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开放

促进高质量发展， 持续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

以创新引领发展，不断激活服务贸易新动能。

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本届服贸会以“开放引领发展，合作共赢

未来” 为主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此前

介绍，本届服贸会参展企业规模扩大。 参展企

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提高。 59个国家和24个

国际组织设展办会，总数比上届多12个，整体

国际化率超过20%。

“服贸会是服务贸易领域重要的综合性

展会， 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合作的重要平

台。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全球贸易

发展繁荣和世界经济复苏， 都具有重要意

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说。

专家表示，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迈出新

步伐，发展质量稳中向好，区域布局更趋协调，

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 创新发展平台加快建

设，制度性开放稳步扩大，已成为推动外贸增

长，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的重要力量。

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今年上半年，服务

业占中国GDP的比重达到了56%，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为66%；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到国家

全部利用外资的70%；去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达到了8891亿美元，同比增长8.3%，已经连

续9年成为世界第二。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 服务贸易仍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当前推进服务贸易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机

遇。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

为，疫后的防控措施改善有助于服务贸易恢复

性增长；数字技术的革命为服务贸易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新动力，信息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持

续推进， 经济全球化进入数据驱动新的阶段；

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取得了新的进展，也将起

到积极作用。

数字贸易成为贸易增长新引擎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

进，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贸易正成为

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未来贸易增长的新

引擎。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贸易发展。 ”商

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2022年中国可数

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达2.5万亿元， 同比增

长7.8%。跨境电商进出口额2.1万亿元，同比增

长9.8%。 今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

务贸易1.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

此外，近年来，我国扎实推动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赵志国介绍，一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实力

显著增强。 截至7月底，5G基站累计达到305.5

万个， 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达21.48亿户，IPv6

地址资源总量位居全球第一。 另一方面，重点

数字产业不断发展壮大。1-7月，我国软件业务

收入6.46万亿元，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4.30万亿

元，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6.2%。

信息通信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数字全球化以更低的成本在链接全球

消费和生产，推动全球合作创新发展，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 ”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

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中国数字产业参与

数字全球化有较强的竞争力， 要积极参与进

程，提高贸易投资和创新合作的效率，并且创

造新的模式。（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