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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

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

全面领导，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坚持把资源

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 组织实施主

体功能区战略，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 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

广阔前景。 习近平同志围绕自然资源工作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健

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

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286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

10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贺信、指示等

15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召开行业机构座谈会表示

证券基金机构要更好发挥关键纽带作用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11月10日消息，为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9月26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精神，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近日在上

海召开两场行业机构座谈会，与证券公司、公募

基金和私募基金负责人代表深入交流， 充分听

取意见建议。吴清表示，证券基金机构要更好发

挥连接资本市场各参与方的关键纽带作用，加

快提升专业能力，提高内控和治理水平，健全投

资者保护工作机制。

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随着

新“国九条” 出台和资本市场“1+N” 政策体

系逐步落地， 特别是近期我国一揽子增量政

策的积极效应正在持续显现， 各方预期和信

心明显增强，资本市场回暖向好，展现出较强

的韧性。随着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逆周期

调节力度进一步加大， 宏观经济有望持续回

升向好， 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备坚

实基础和条件。

同时， 与会代表围绕进一步落实资本市

场“1+N” 政策体系与制度规则，全面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统筹用好股债融资、并购重组等

资本市场工具，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综

合服务能力， 强化资本市场立体化追责，规

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建议。

吴清表示，证券基金机构是资本市场重要

的中介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在进一步全面深

化资本市场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企

业发展壮大、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发挥着重

要作用。要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资

本市场作出的重要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坚定信

心，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更好发挥连接资本市

场各参与方的关键纽带作用； 加快提升投行、

投资、投研等专业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有效

服务投资融资等各方需求，促进市场功能更好

发挥；提高内控和治理水平，履行好合规把关

责任，加强对创新产品的风险控制，助力市场

平稳运行；处理好功能性和盈利性的关系，健

全投资者保护工作机制，加强投资者服务；对

标对表“五要五不” 的要求，合力塑造良好行

业文化；要跳出行业看全局，更加积极参与进

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主动建言献策，

抓好制度落地执行， 共同保障改革取得预期

成效。

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 理事长邱勇参

加座谈。

证监会召开

国际顾问委员会第21次会议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11月10日消息，中国证监会国

际顾问委员会（简称“顾委会” ）第21次会议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于11月8日在上海召

开。 顾委会主席霍华德·戴维斯、副主席史美伦

等16名顾委会委员和特邀嘉宾，以及中国证监

会主席吴清、 副主席李明和上海市副市长解冬

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中央金融办、国务院办

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单位

有关同志，以及中国证监会机关相关司局、派出

机构和会管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双向开

放，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更好地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 。 与会代表围绕“全球大变局下中国资

本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如何进一步

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监管体系，更好促

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及

“如何稳妥有序推进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

双向开放，更好地吸引外资长期投资中国” 三个

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委员们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改

革开放的决心与政策定力，认为过去一年来，中

国资本市场在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委员

们高度关注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

策措施和存量政策的优化， 认为相关政策举措

意义重大、令人鼓舞，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经济发

展的韧性， 改善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

期， 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A股市场投资价值的

信心，推动资本市场回升向好。委员们高度评价

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的积极进展

与成果， 建议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制度型双向开

放的规则与制度， 完善便利外资投资中国的措

施，增强政策制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强化与国

际市场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

此外， 委员们还就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资

本市场改革创新、 发挥资本市场在支撑科技创

新方面的作用； 如何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

的资本市场功能， 促进养老金等长期资本与资

本市场良性互动； 如何着力提升上市公司投资

价值，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股东回报和公司治理

水平；如何夯实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增强资本市

场的内在稳定性；如何培育壮大风险投资、私募

股权投资等耐心资本， 深化绿色金融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提出了咨询意见与工作建议。

顾委会是中国证监会的专家咨询机构，于

200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由境外金融监

管机构前官员、 金融机构高管和知名的专家学

者担任委员。顾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针对中

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情况， 介绍国际市场的

最新动态和监管经验， 向中国证监会提供咨询

意见和建议， 为促进中国证监会借鉴国际最佳

实践与有益经验， 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

定健康发展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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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证监会：统筹投融资平衡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货币调控将提高精准度 加强与财政政策配合

●本报记者 彭扬

近期，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有力提振了

市场信心。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经济运行仍面

临困难和挑战，外部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未来

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宽松基调，加大调控强度

并提高精准性， 加强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为经济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有必要继续补充流动性

今年以来，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如2月、9月两次下调存款

准备金率共1个百分点， 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

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开展

国债买卖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近期，央行创设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

作工具，增强1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

进一步提升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在国盛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杨业伟看来，

7天期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和

国债买卖等多种工具有望成为常态化的基础

货币投放工具。

“四季度为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高

峰，10月央行通过续做7000亿元MLF、 买入

2000亿元国债、开展5000亿元公开市场买断式

逆回购等方式向市场注入了1.4万亿元的流动

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间资金面偏紧的局

面。 ”杨业伟说。

从供需角度看，后续仍有补充流动性的必

要。 财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表示，从资

金供需角度看，11月银行缴准规模、 货币发行

或分别增长约1000亿元， 对流动性有一定影

响。 同时，11月MLF到期量大幅抬升至1.45万

亿元，增量政府债供给规模也存在超预期的可

能，央行有必要及时补充流动性。

综合运用多种调控工具

央行日前发布的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

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

求和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灵活有效开展

公开市场操作，综合运用7天期逆回购、买断式

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国债买卖等

多种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

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在稳增长政策全面发力背景下， 为提振

实体经济增长动能提供有利的货币金融环境

是货币政策的重心所在，央行会适时通过逆回

购、买卖国债等多种政策工具，引导市场流动

性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稳定市场预期。”东方金

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杨业伟表示，预计成本更低的国债买卖和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将成为后续央行

替代MLF投放中期流动性的工具。伴随国债市

场深度的拓展，买断式逆回购和国债买卖等投

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将更趋常态化。

在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看来，

接下来央行将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维护银

行间市场资金利率的稳定，保障资金面“合理

充裕” 。 同时，货币政策将加强和财政政策的协

调配合，继续挖掘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稳定信贷

融资表现。

降准概率较大

业内人士认为，结合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

报告中继续提出“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

本稳中有降” 等表述看，后续降准降息概率较

大，存款利率也将下行。

央行行长潘功胜此前表示， 年底之前，会

根据情况， 有可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0.5

个百分点。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配合财政发债的

一项重要工作， 为应对11月-12月的发债小高

峰，央行可能继续降准0.25或0.5个百分点。”华

西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肖金川表示。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适度

扩大货币供应量， 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企稳回

升。年内央行或实施全面降准0.25-0.5个百分点，

既向市场释放中长期流动性，又进一步降低银行

资金成本，推动银行维持净息差基本稳定。

第七届进博会按年计意向成交

突破800亿美元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连润

11月10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第七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交活跃，

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800.1亿美元， 比上

届增长2.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政平介

绍，本届进博会国家展汇聚了来自五大洲的

7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

各参展国和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国家展展示

平台，展台设计融入各国文化、民族特色和

现代科技， 举办了200多场精彩纷呈的展台

活动，既展现丰富的历史底蕴，也让观众了

解到各国在不同领域的独特优势。

进博会成果丰硕

吴政平介绍，本届进博会的企业展继续

保持36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共有129个国

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参展，186家企业和

机构成为七届“全勤生” ，充分体现全球企

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中国超大规模

市场的吸引力。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297家，创历史新高。

“今年，跨国企业带来450项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首发首展， 包括100多项全球

首发、40项亚洲首展、200多项中国首秀，

积极助力‘首发经济’ ，激发消费新动能。”

吴政平说。

七年来， 进博会国际采购和投资促进功

能凸显。 39个政府交易团和4个行业交易团组

织注册专业观众超过43万人，同比增长4%，贸

易投资对接会举办近50场贸易和投资促进活

动， 网上供采大厅和数字进博平台发布近1.2

万条采购需求，助力供需双方预先对接。

吴政平透露，在办好第七届进博会的同

时， 第八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已全面铺开，新

签企业展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

溢出效应放大

“进博会的影响远不止于展会本身，其

溢出效应已经深入到国际采购、 消费升级、

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等各方面，成

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助力。 ”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智库中

心主任、进博会溢出效应指数研究课题组长

李清娟说。

进博会溢出效应可以从一个侧面佐

证———上海交易团现场采购成交再创新高，

组建了涵盖线上线下两个渠道， 由跨境电

商、零售商、贸易服务商、展示展销平台等

相关企业组建的采购商联盟， 采购商总人

数超过11万人。 展前组织3场供需对接会；

展中组织25场新品发布、 采购洽谈和签约

等活动。 （下转A02版）

第七届进博会闭幕

这是11月10日拍摄的第七届进博会贸易投资对接会会场。

11月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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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资管时代·基金

激流勇进二十年 启航新征程

华夏基金举办

“一年一度指数大会”

A05�公司纵横·北交所周刊

“小步快走”

北交所并购重组活力持续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