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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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庆节期间休

市的安排，本报10月1日至7日休刊，10月8日

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工业经济跨越式增长

制造强国建设步伐坚定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这是持续筑牢的发展根基———从一穷二白起

步，到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我国用几十年时

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

体经济持续壮大，大国发展固本培元。

这是不断培育的竞争优势———“神舟”飞天、

“蛟龙” 探海、高铁飞驰……大国重器惊艳世界，

产业体系更加完备，竞争力与日俱增。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实现规模

总量的跨越式增长和发展质量的显著提升。 党的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

强调实体经济重要支柱性地位， 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引领工业经济迈上更高质量、 更可持续的发

展之路。

强筋壮骨，夯实发展底气

9月19日12时11分，机头标记着“C919” 字

样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3539航班从广州白云

机场腾空而起，飞向上海虹桥机场。 至此，中国三

大航空公司全部开启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国

产大飞机翱翔在更广阔的蓝天。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很大程度体现在工业水

平上；大国重器，是工业实力的有力证明。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举，我国工业经济在

设备落后、产能低下的薄弱基础上艰难起步。

75年弹指而过。 如今， 我国工业增加值从

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39.9万亿元。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500种主

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制造大国地位稳固。

1949年， 新中国第一台车床在沈阳诞生；今

天，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业大国；

1952年， 新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研制成功；

今天，我国铁路总里程突破16万公里；

1956年， 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总装下线；

今天，我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新

能源汽车成为“新名片” ……一个个振奋人心的

事实，见证制造大国的巨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

我国始终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新型

工业化深入推进，不断夯实发展根基。

从“奋斗者” 号万米深潜到国产大型邮轮出

海远航，一路行来的每一次突破，都标注着制造强

国建设的坚定步伐。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

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 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占

全世界比重为30.2%。

“一国工业化的广度和深度， 决定了其现代

化的进度和程度。 ”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表示，75年来， 我国工业发展开疆拓土。 今天，

“全”“多”“大”独特优势更加明显，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创新突破，积蓄发展动力

近日， 华为公司在深圳发布全球首款三折叠

屏手机，凭借技术和供应链的突破，得到市场的高

度关注。（下转A02版）

右下图：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提问。 图片来源/国新办网站

人民银行

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贷款利率的附近

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

金融监管总局

计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会同国家发改委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扩大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

证监会

提高对中长期资金权益投资的监管包容性

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升级

会同相关部委研究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

证监会主席吴清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指导意见近日将印发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4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回答了中

国证券报记者关于“下一步如何更好推动中

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投融资平衡” 的提问。他

表示，为进一步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痛点

堵点，最近在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证监

会等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

入市的指导意见》，近日将会印发，总体上着

眼于“长钱更多、长钱更长、回报更优” 的目

标，进一步促进中长期资金入市。

“长钱确实非常重要。 ”吴清说，中长期

资金投资运作专业化程度高， 稳定性强，对

于克服市场短期波动，发挥资本市场“稳定

器”“压舱石”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介绍，近年来，证监会大力促进发展

权益类公募基金，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推动中

长期资金入市，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 到

今年8月底，权益类公募基金、保险资金、各

类养老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A股

流通市值接近15万亿元， 较2019年初增长

了1倍以上， 占A股流通市值比例从17%提

高到22.2%。 “这其中非常突出的是全国社

保基金。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在境内的股

票市场投资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了10%以

上，成为A股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典

范。 ” 吴清说。

“同时我们也看到， 当前资本市场中长

期资金总量不足、结构不优、引领作用发挥

不够充分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长钱长

投’ 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下转

A04版）

9

月

24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席吴清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图文

稳预期稳信心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回应市场关切

多项金融政策齐发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4日上午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

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介绍了金融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公布一系

列增量政策举措，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

增强金融政策合力，进一步加大对经济发展

的支持力度。 相关部门还提出综合举措，支

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 在上述增量政策举措中，有

的回应社会期盼，有的超出市场预料，举措

多、力度大、同向发力，彰显金融管理部门稳

经济、稳楼市、稳股市的决心，释放出金融加

力支持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积极信号。

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经济稳定增长

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将坚定坚持

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

的强度，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为经

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

金融环境。

降准降息是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

力度的重要体现。 潘功胜表示，近期将下调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

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年内视市场流动

性状况，可能还将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0.25个至0.5个百分点。 将降低中央银

行政策利率，即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

0.2个百分点，从目前的1.7%调降至1.5%，同

时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

下行，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的稳定。

促进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对提高其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尤为关键。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为巩固提升大型商

业银行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更好地发挥服

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经研究，国家计

划对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将按照“统筹推进、分期分批、一行一策”的

思路，有序实施。 金融监管总局也将持续督

促大型商业银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

资本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能力。

着眼于进一步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的

堵点和卡点，李云泽介绍，将重点从两方面

采取措施：一是会同国家发改委建立支持小

微企业融资协调的工作机制；二是优化无还

本续贷政策。

统一首套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房地产一头连着发展， 一头连着民生，

是外溢性较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 潘功胜宣布，将降低存量房贷利

率和统一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引导商业银行

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贷款利率的附

近，预计平均降幅在0.5个百分点左右。（下

转A04版）

证监会出台六条举措 深化并购重组市场改革

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聚集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9月24日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 以进一步强

化并购重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资本市场在

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适应新质生

产力的需要和特点，支持上市公司注入优质

资产、提升投资价值。

“通过支持企业并购重组进一步促进资

源有效配置，是资本市场一项非常重要的功

能。 ”证监会主席吴清24日上午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进一

步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证监会在前一阶

段广泛调研、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研究

制定了《意见》。

《意见》提出了六条措施。 一是支持上

市公司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升级。 证监会

将积极支持上市公司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等进行并购重组，包括开展基于转

型升级等目标的跨行业并购、有助于补链强

链和提升关键技术水平的未盈利资产收购，

以及支持“两创” 板块公司并购产业链上下

游资产等，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

方向聚集。

二是鼓励上市公司加强产业整合。 （下

转A04版）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新规征求意见

对主要指数成份股公司、长期破净公司作出专门要求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9月24日消息， 证监会研究起草

了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

理（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指引》要求上市公司以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为基础， 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并

结合实际情况依法合规运用并购重组、股权

激励、现金分红、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

露、股份回购等方式，推动上市公司投资价

值提升。《指引》明确了上市公司董事会、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等相关方的责

任，并对主要指数成份股公司披露市值管理

制度、长期破净公司披露估值提升计划等作

出专门要求。 同时，《指引》明确，控股股东

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股份增持等

方式提振市场信心。 禁止上市公司以市值管

理为名实施违法违规行为。

明确两类公司特殊要求

《指引》共十四条，明确市值管理的定

义、相关主体的责任义务、两类公司的特殊

要求、禁止事项四方面内容。

《指引》明确了市值管理的目标、定义

和具体方式。 上市公司开展市值管理应当以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基础，依法合规运用并

购重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现金分

红、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股份增持和

回购等方式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指引》分别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责任

义务进行了明确。（下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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