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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抵达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7日电

（记者陈威华 马峥）

当地时间11月17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乘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 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

统卢拉邀请，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

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专机抵达里约热内卢加里昂空军基地时，

巴西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巴西空军号手吹

号致敬，礼兵分列红毯两侧。

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 向巴西政府和

巴西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我曾4次到访巴西，亲眼见证

了巴西近30年来的发展变化， 再次踏上这片热

情的土地，我倍感亲切。中国和巴西是志同道合

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作为东西半球两

大发展中国家， 中巴虽然远隔重洋， 但彼此吸

引，遥相呼应。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人文合作多点开花，传统友

谊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在国际上共同发出全

球南方的正义声音， 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今年，两国隆重庆祝建交50周

年。 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

我期待同卢拉总统就进一步提升中巴关系、加

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相信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

进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引

领中巴关系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 。我也期待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同各方

一道，共商大计，共谋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

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二

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平台继续发挥

更大作用。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巴西大使祝青桥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离开

利马时，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国防部

长阿斯图迪略等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乘车从下榻饭店赴机场途中，很

多当地民众自发聚集在道路两旁， 向车队挥

手致意，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挥

舞中秘两国国旗， 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

成功。

延伸阅读

证监会将推动市场、机构、产品全方位制度型开放

扩大沪深港通标的范围 拓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渠道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也是

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 中国

证监会副主席李明11月18日在香港交易所举办

的互联互通十周年高峰论坛上表示， 中国证监

会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积极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李明说，中国证监会将推动市场、机构、产

品全方位、制度型开放。 进一步优化完善互联互

通机制，扩大沪深港通的标的范围，拓展内地企

业境外上市渠道，扩大期货市场开放；支持更多

外资机构来华投资展业， 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

内地机构“走出去” 开展跨境业务；支持推出更

多跨境ETF产品，拓展存托凭证互联互通，优化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

便利两地投资者跨境投资

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迎来运

行十周年。 谈及沪深港通，李明评价，沪深港通

开创了操作便利、 风险可控的跨境证券投资新

模式，是“一国两制” 在资本市场领域的生动实

践，也是两地市场协同发展的重要缩影。

“沪深港通有力有效促进两地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 ” 李明说，沪深港通开通以来，标的

范围持续扩大， 先后纳入港股不同投票权架构

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满足条件的外国

公司股票和A股科创板公司等， 为两地投资者

提供了更丰富的投资标的。同时，交易结算机制

不断优化，取消总额度限制，扩大每日额度，优

化交易日历安排， 提升港股通按金的精细化管

理水平，进一步便利两地投资者跨境投资。

他表示，随着各项机制不断优化，沪深港通

对两地市场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是交易稳步增

长，有效改善两地市场流动性，提升市场活力。

二是两地市场吸引力显著提升。 沪深港通助推

A股纳入明晟、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等国际

知名指数，吸引境外长期资金配置A股资产，也

提升了香港市场对包括优质中概股和外国企业

的上市吸引力，助推资本、机构、人才、信息资源

要素向香港集聚。

优化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

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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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坚持统筹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

安全。拓展优化资本市场跨境互联互通机制。拓

宽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渠道， 提升境外上市备案

管理质效。（下转A02版）

总金额约344亿元

沪深两市百余家公司

获回购增持贷款

●本报记者 黄一灵 黄灵灵

申请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上市公司数

量正不断增长。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11月17日，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披露利用

相关贷款进行回购增持的公告近150份，贷款总

额约344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央行创设的新工具，股

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是维护市场稳定运行的创新

工具。 上市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股票回

购增持专项贷款开展回购增持， 显示出对企业

发展前景的信心。 证监会最新发布的市值管理

指引有望进一步推动更多上市公司用好该工

具，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

上市公司积极申请

自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落地后， 上市

公司与金融机构双向奔赴，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

司获得了这一创新工具的支持。

截至11月17日， 沪市共披露利用专项贷款

进行回购、增持公告79份。 其中，回购公告有53

份，贷款总额为78.69亿元；增持公告有26份，贷

款总额为87.25亿元。 深市方面，有59家公司披

露获回购专项贷款总额134.61亿元，11家公司

公告取得增持专项贷款总额43.71亿元。 其中，

有一家公司既获得增持专项贷款， 又取得回购

专项贷款。 69家公司共取得178.32亿元股票回

购增持专项贷款支持。

从公司类型看，一方面，行业龙头企业引领

回购增持。 例如，有“东北药茅” 之称的长春高

新11月15日披露的公告显示， 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及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回购部

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

另一方面， 多家民企积极发布新的增持回

购计划，有效提振投资者信心。 例如，太平鸟于

11月14日晚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太平鸟集团

拟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

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增持总金额为1.5亿元至

3.0亿元。 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及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提供的增持专项贷

款，其中增持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2.1亿元。

存续回购增持计划获助力

业内人士认为，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作为

创新性融资方式，以较低的利率成本，为上市公

司实施回购增持计划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有助于降低其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财

务效率。 这一创新工具有望为股市提供长期资

金，提高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也为前期已披露

过回购增持计划的上市公司提供了更加充裕的

资金来源， 多家上市公司近日发布了增加资金

来源的进展公告。

例如，中国石化2023年11月公告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拟通过自身及其全资子

公司增持公司A股及H股股份，资金来源为中国

石化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2024年10月20日晚， 中国石化公告称，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的通知， 中国石

化集团与中国银行签订授信协议，获得7亿元的

授信额度， 专项用于中国石化集团在本轮增持

及未来新一期增持计划中。相应地，本轮增持中

A股的资金来源将由 “中国石化集团及其全资

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变更为“自有资金及金融

机构的借款” 。 回购方面，中国石化也获政策助

力，（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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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

成并购重组主战场

6万亿元债务限额下达

部分地区启动发行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财政部网站1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至10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下降1.3%，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收入

保持平稳增长；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

比增长2.7%。

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正在制

定提前下达下一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工作方案。 在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工

作方面， 财政部11月9日将6万亿元债务限

额下达各地，部分省份已经启动发行工作，

加快政策落实落地。

10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1至10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84981亿元，同比下降1.3%，累计

降幅继续收窄。 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

缓税入库抬高基数、 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

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 全国收

入保持平稳增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至10月，全

国税收收入150782亿元， 同比下降4.5%，

主要受前述特殊因素以及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持续下降等影响。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

税下降5.1%，主要受上述特殊因素影响；国

内消费税增长2.4%，主要是成品油、卷烟、

酒等产销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个人所得税下降3.9%，

主要受去年年中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政策翘尾减收等影响；出

口退税16958亿元，同比多退1534亿元，有

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上述负责人表示，10月份，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5%，增幅继续回升。

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8%，为今年以来

首次正增长， 当月税收收入运行出现了一

些积极变化： 一是国内增值税降幅比1至9

月明显收窄；二是个人所得税增长5.5%，为

4月份以来首次正增长；三是随着市场预期

明显改善，股票成交额显著放大，带动证券

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1.53倍。

财政支出方面，该负责人介绍，各级财

政部门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 加大对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

的经费保障，保持财政支出强度。 1至10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1465亿元， 同比

增长2.7%。 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34931亿元，增长5.1%；教育支

出32573亿元， 增长1.1%； 农林水支出

19967亿元， 增长10.4%； 城乡社区支出

16462亿元，增长6.6%；科学技术支出7421

亿元，增长1.1%；（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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