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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表示，落实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

提升A股投资价值 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回报

●本报记者 昝秀丽 黄一灵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明11月7日在2024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上致辞时表

示，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持续推进资

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努力实现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

的制度环境。 下一步， 证监会将落实好中央部

署，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落实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 提升A股投资

价值，为投资者创造长期回报。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贸易、地缘政治形势

愈加复杂，全球金融市场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和

变革。 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始终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持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金融

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作出一系列部署，明确提

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稳步扩大

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 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

化，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

利性，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

展业兴业。 习近平主席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

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 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持续推进

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努力实现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

期的制度环境。 ” 李明说。

李明表示， 证监会始终坚持改革和开放相

统一，为国际投资者打造良好投资环境。改革与

开放相辅相成。为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新“国九条” ，证监会认真

抓好落实，会同相关方面就发行上市准入、上市

公司监管、退市、行业机构监管、交易监管、稽查

执法等出台政策文件， 系统制定修订了50多项

制度规则，形成了“1+N” 政策规则体系。 当前

一批重点措施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实， 政策效果

逐步显现。例如，发行上市方面，更加突出“硬科

技”特色。 上市公司方面，围绕分红、回购、退市

等方面出台若干政策措施， 持续提升上市公司

投资价值，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投资者回报水

平。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3600多家公司披露

2023年度分红方案，较去年同期增长11%，分红

金额达到了2.2万亿元；（下转A02版）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记者朱超）

11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习近平指出， 中马两国不仅是隔海相望的

好邻居，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

伙伴。去年3月，你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我们就

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年多来，

双方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互动， 高质量推进各

领域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当前，中马两国都处在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

关键时期， 双方应以庆祝中马建交50周年暨

“中马友好年” 为契机，携手推动中马命运共同

体建设走深走实，助力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为地

区繁荣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发展高水平战略伙伴

关系，继续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中方支持马方坚持战略自主，选择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加强发展战

略对接，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持续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实施好“两国双园” 等

旗舰项目，打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

合作新增长点，探讨建立减贫交流合作机制。欢

迎马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 把更多

马来西亚优质特色产品推向中国。 中方愿同马

方深化高等教育、文化、旅游、青年、地方等交流

合作，拉紧中马友好民心纽带。倡导文明多元共

生、和谐包容，践行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

核心的亚洲价值观， 推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

明在互学互鉴中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 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重要代表， 中马双方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加强沟通配合，坚定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保护主

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倡导平等有

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方支持马来西亚明年

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工作，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和战略自主，维护好地区发展合作主流。

安瓦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重要理念， 倡导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并

就引领推动“金砖+” 合作提出高屋建瓴的意见

建议，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民利益福祉的

深厚情怀和智慧担当，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共同愿

望和心声。马方对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倡议表示

赞赏和支持。马来西亚政府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同

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信息技术、数字

经济、能源等合作。 马方钦佩中方在减贫领域取

得的令人赞叹的成就，期待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

政经验。马中在许多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理念相

同、立场相近，马方坚持战略自主，愿同中方密切

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规模扩大 结构优化

前10个月我国外贸平稳增长

● 本报记者 王舒嫄

海关总署11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前10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6.02

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其中，出口20.8万亿

元，增长6.7%；进口15.22万亿元，增长3.2%；

贸易顺差5.58万亿元，扩大17.6%。 10月当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4.6%，增速较9

月加快3.9个百分点。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在

一揽子增量政策集中发力背景下，10月我国进

出口增速较9月加快近4个百分点。 前10个月，

我国外贸平稳增长，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

优化，全年外贸质升量稳目标可望实现。

从出口产品来看， 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

近六成，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前10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2.36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我出口总值的

59.4%。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1.2

万亿元，增长10.9%；集成电路9311.7亿元，增

长21.4%； 手机7539.7亿元， 下降0.9%； 汽车

6985.4亿元， 增长20%。 同期， 出口劳密产品

3.48万亿元，增长3.2%，占16.7%。 出口农产品

5875.3亿元，增长4.4%。

从进口产品来看，前10个月，我国能源产

品、 矿产品进口量分别同比增加5.1%、4.9%。

进口机电产品5.75万亿元，增长8.6%。其中，集

成电路4556.2亿个，增加15%，价值2.24万亿

元，增长13%；汽车57.7万辆，减少9.3%，价值

2334.4亿元，下降13%。

吕大良日前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

规模庞大的优势依然牢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格局中的地位持续巩固。 近期，海关总署对

全国800多家主要出口企业开展调研的结果显

示，69%的企业反映第四季度出口持平或者增

长。 综合来看，对四季度出口依然充满信心。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累计增速

（%）

央行表示

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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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探进博会临港方阵

“硬科技”纷纷亮相

A06�公司纵横·第七届进博会

202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举行

推动创新开放 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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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积极引导增量资金流入

●本报记者 黄一灵

11月7日，上交所理事长邱勇在2024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上表示，

随着一揽子政策“组合拳” 加快推出落地，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增强， 资本市场信

心也显著增强。 这一系列积极变化，既为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资本市场

持续推动创新开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一步，上交所将紧密聚

焦提振资本市场的核心任务， 坚定不移推

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

邱勇介绍，上交所深入推进科创板市场

建设，为“硬科技” 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强力

支撑。一是坚守科创板“硬科技” 定位，助力

科技强国建设。 围绕“强监管、防风险、促高

质量发展” 的主线，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严把入口关，使资源更好流向科技创新

领域，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是

持续完善适应科创企业特点的制度体系。立

足科创企业发展特点，在发行上市、再融资、

并购重组、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

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推动建立健全 “硬科

技”企业股债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 。

不断优化科创属性评价体系和标准，完善适

应科技型企业特点的再融资、 股权激励、并

购重组等配套制度，（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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