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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七次专题学习

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

●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4月22日下午，国务院以“进一步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

主题，进行第七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

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更好发挥资

本市场功能作用，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大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作讲解。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刘国中，国务委员王小洪

作交流发言，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提交了书面

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资

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在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好资本市

场工作，既有很强的综合性、全局性，又有很

强的专业性。 要以系统观念和专业思维来认

识资本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以历史和发展

的眼光来把握我国资本市场的阶段性特点，

既善于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又始终坚持

立足国情因时因势制宜， 更加注重运用市场

理念设计规则、制定政策，持续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

李强指出，要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

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为契机，扎实做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

作。 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健全发

行、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促进投融资良性循

环和上市退市动态平衡。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

量，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促进上市公司增强

回报投资者意识，提升投资价值。 完善和加强

资本市场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

度。 切实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营造公开

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李强强调，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是经济发展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各有关方

面要加强学习、勤于思考、深入研究，不断提升

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 同时加强协同联动，综

合考量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更好统筹经济

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形成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

发展的合力。

●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健全发行、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促进投融资

良性循环和上市退市动态平衡。

●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促进上市公司增强回报投资者意

识，提升投资价值。

●完善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

●切实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2024年“五一” 期间休

市的规定， 本报5月1日至5日休刊，5月6日恢

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中国证监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撰文表示

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竞争力 有效支撑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4月22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在市场化

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学习

〈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的署名文

章。 文章认为，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

进金融创新发展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

要求，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

展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证监会

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强监管防风险推动资本

市场高质量发展。

文章透露，证监会将加快推动制定修订证

券投资基金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公司债券

监管条例、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大幅提升证券违法违规成本。

依法从严加强监管

文章提出，金融是创新活跃的行业，金融

创新能力是金融强国的重要软实力。 也要看

到，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金融创新具有两

面性，如果缺乏必要的规范，任由其无序发展，

可能引发风险、造成乱象，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把握金融发展

规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科学

处理好发展与规范、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守牢

风险底线，确保资本市场金融创新始终沿着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向

前进。

“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

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文章写道，证监会党委深刻认识到，推进金

融创新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

法治，加强监管，深化改革，充分调动市场各

方积极性主动性， 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

服务。

一是不断完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

着力推进基础制度建设，逐步构建起符合我国

发展阶段要求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二是

持续提升金融治理效能和监管有效性。必须加

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及时消除空白和盲区。

依法从严加强监管，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

造假、 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市场

“三公” 秩序，切实保障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

行。 （下转A02版）

财政部：及时启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独立新型储能”等被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多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4月22日在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一季度，财政收

入按可比口径计算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财政

支出进度合理加快。财政部将根据超长期特别

国债项目分配情况，及时启动超长期特别国债

发行工作；同时，指导地方合理把握专项债券

发行节奏，优化政府投资节奏和力度。

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介绍了一季度财政收

支情况，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77

亿元，同比下降2.3%。 扣除特殊性因素影响后，

可比增长2.2%左右，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对于特殊因素，王东伟说，包括2022年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缓税在2023年前几个月

入库抬高了基数，以及2023年年中出台的4项

减税政策对今年财政收入形成翘尾减收等。

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49172亿元，同比

下降4.9%， 扣除上述特殊因素影响后税收保

持平稳增长。

财政支出方面，王东伟介绍，一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9%。 主要支出

领域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708亿元，增

长3.7%；教育支出10436亿元，增长2.5%；城乡

社区支出5614亿元，增长12.1%；农林水支出

5185亿元，增长13.1%；住房保障支出2049亿

元，增长7.8%。

财政支出进度合理加快。 王东伟表示，一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预算的

24.5%，高于近3年的平均水平。 从具体支出科

目看，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

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等支出进度较快，其中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进度30.7%、城乡社区支出

进度26.2%、卫生健康和交通运输支出进度均

为25.1%，都超过序时进度。

优化政府投资节奏和力度

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相关工作，财政部预

算司司长王建凡表示，将根据超长期特别国债

项目分配情况，（下转A02版）

一季度落实水利建设投资增逾九成

●本报记者 杨梓岩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4月22日在一季度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一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2.35万

个、在建规模4.7万亿元，落实水利建设投

资77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3.3%。 一季

度，水利部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项

目数量超过去年同期， 完成投资创历史同

期最高纪录，开局良好，为经济持续向好作

出积极贡献。

全力推动项目实施

陈敏介绍，一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

2.35万个、在建规模4.7万亿元，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长15.8%、12.3%。其中，新开工水

利项目9683个、投资规模4733亿元，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33.8%、47.6%， 特别是总

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利项目新开工687个，

比去年同期增长94.6%。 今年新开工的水

利项目中有13项是重大水利工程，包括长

江干流铜陵河段治理、江西乐平水利枢纽、

黄河宁夏段治理、 北京永定河卢三段综合

提升等9项流域防洪工程和4项水资源配

置工程。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线通

水，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太湖吴淞江整

治等一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实施。 超

前谋划2024年重点推进前期工作的重大

水利工程，指导地方推动项目多开早开。大

量项目的实施，（下转A02版）

央行拟强化非银行支付机构

全链条全周期监管

●本报记者 彭扬

《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将于2024

年5月1日正式施行。 为保障《条例》有效实施，中

国人民银行制定并于4月22日发布 《非银行支付

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专家表示，《实施细则》旨在细化《条例》有

关规定， 为支付机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

度基础，着力营造稳定、透明、规范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强化对支付机构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周期

监管。 具体而言，《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条例》

中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等重要概念及内涵，细化

支付机构设立、变更、终止等行政许可程序等。

防范支付业务风险

近年来，支付机构业务量快速增长，交易笔数

和金额年复合增长率均超过40%，有效服务超10

亿个人和数千万商户。 支付业务与人民群众财产

安全息息相关，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具有影响范围

大、纠错成本高等特点。

从市场规模看，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

共有183家非银行支付机构， 合计年交易量超1万

亿笔，金额近400万亿元。为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

解风险，人民银行出台《实施细则》，将服务实体

经济和改善民生作为支付机构监管的根本遵循。

《实施细则》 起草过程中主要把握三个思

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 决策部

署，推动支付市场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坚持问题

导向、系统思维，强化对支付机构事前、事中、事后

全链条全周期监管，防范支付业务风险；坚持稳字

当头，注重监管一致性，确保支付市场平稳过渡。

明确新旧支付业务衔接方式

《实施细则》对照《条例》体例结构，共设置

六章、八十条。其中，明确《实施细则》制定依据和

监管权限；明确支付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等行政

许可事项的办理流程、申请材料和时限要求；规定

支付业务分类方式和新旧分类衔接关系、 机构制

度建设、净资产与备付金日均余额比例要求，明确

用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管时限等。

在注册资本金要求方面， 根据非银行支付机

构业务类型不同， 需要满足的注册资本的要求不

同。《实施细则》明确，在全国展业的全牌照非银

行支付机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4亿元。

关于支付业务分类方式方面，《条例》从业务

实质出发，根据能否接收付款人预付资金、分为储

值账户运营和支付交易处理两种类型。

专家认为，《实施细则》 中的具体分类方式

和新旧业务衔接关系，充分考虑当前分类方式下

的许可框架，推动新旧分类方式平滑过渡。

在非银行支付机构最为关心的换证过渡期方

面，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支付

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由于各支付机

构申请设立时间不同， 支付业务许可证到期日也

各不相同。《实施细则》充分考虑了存量支付机构

的许可证到期时间， 将换证过渡期分别设置为

《实施细则》 施行日至各支付机构支付业务许可

证有效期截止日。

专家表示，可理解为《实施细则》明确新旧支

付业务衔接方式，设置了较为充足的换证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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