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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萌

1月21日，国新办就2019年商
务工作及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介绍，
2019年，我国外资工作最突出的
表现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跨
国投资低迷、国际环境不确定性
增加、各国引资竞争加剧的条件
下，吸收外资实现逆势增长。按
人民币计，达到9415.2亿元，比上
年 增 长 5.8% 。 规 模 再 创 历 史 新
高，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
二位。

谈到去年吸收外资方面中国
表现比较好的原因，宗长青表示，
围绕稳外资工作，去年连续发布
实施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国务院
稳外资20条、新版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打出了稳外资的“组
合拳”，有力稳定了外商投资的预
期，提振了投资信心。

宗长青介绍，去年我国吸收
外资表现概括有五个亮点或者趋
势：

第 一 ，市 场 主 体 越 来 越 多 。
去年全年新设外资企业4.1万家，
日均设立112家，截至去年底，我
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 100
万家，达到 1001377家，这在我国
利用外资乃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
具有标志性意义。此外，开展进
出口业务的外资企业有8.4万家，
占我国外贸企业总数的16.8%，进
出口额 12.6万亿元，占全国比重
39.9%，成为稳外贸的生力军。

第 二 ，引 资 结 构 越 来 越 优 。
去年服务业吸收外资6817.7亿元，
增长12.5%。其中，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业
服务业吸收外资分别增长 29.4%
和 20.6% 。 制 造 业 中 ，医 药 制 造
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外资分别增长61.3%、
41.2%和48.2%。三星、SK海力士、
康宁显示、卡特彼勒、英力士、松
下、埃克森美孚等制造业巨头纷
纷加大对华投资，全年实际投入
均超过1亿美元。这对推动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产业升
级短板、增加高质量商品和服务
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引资质量越来越高。去
年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25.6%，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4.3%。如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增 长 了
68.4%，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的大
项目123个，同比增长了78.3%。新
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
新”活动外资增长了11.4%，有力地
助推了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
换。

第 四 ，引 资 布 局 越 来 越 好 。
去年东部地区外资增长6.6%，占
全国比重达到86.2%，发挥了稳外
资“压舱石”的作用。其中，上海、
山 东 、浙 江 、河 北 分 别 增 长 了
15.1%、23.5%、12.7%和 19.7%，海
南连续两年实现成倍增长。近年
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鼓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外资
转移，取得积极成效。中部地区
外资稳步增长，其中，江西、湖南
分别增长了10.3%和43.8%。西部
地区中，广西、云南、贵州、新疆、
青海、甘肃等6个省份实现两位数
及以上的增长。东北地区外资增
长5.7%，其中吉林增长23.9%。

第五，外资“朋友圈”越来越
大。去年，投资来源地国家和地区
达到179个，比上年又增加了5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对
华投资分别增长36%和40.1%。其
中，新加坡、泰国分别增长51.1%和
140.6%。欧盟成员国家中，荷兰、
爱尔兰、瑞典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3.1%、311.4%和141.3%。

2019年我国吸收外资实现逆势增长
吸收外资额达9415.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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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兴安

1月21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
示，2019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以下称国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保持增长态势，实现利润总额3.6万
亿元，同比增长4.7%，应交税费继续
下降。

营业总收入方面，2019年，国有
企业营业总收入625520.5亿元，同比
增长6.9%。其中，中央企业358993.8
亿元，同比增长6.0%。地方国有企业
266526.7亿元，同比增长8.2%。

营业总成本方面，2019年，国有
企业营业总成本609066.1亿元，同比
增长7.1%。其中，中央企业344900
亿元，同比增长5.9%。地方国有企
业264166.1亿元，同比增长8.6%。

利润总额方面，2019年，国有企
业利润总额35961亿元，同比增长
4.7%。其中，中央企业22652.7亿
元，同比增长8.7%；地方国有企业
13308.3亿元，同比下降1.5%。2019

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26318.4亿
元，同比增长5.2%，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5496亿元。其中，中
央 企 业 1653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9644.2亿元；地方国有企业9778.5
亿元，同比下降2.7%，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5851.9亿元。

应交税费方面，2019年，国有企
业应交税费46096.3亿元，同比下降
0.7%。其中，中央企业32317.1亿
元，同比下降0.7%。地方国有企业
13779.2亿元，同比下降0.6%。

成本费用利润率方面，2019年，
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6%，下降
0.1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6.7%，
增长0.2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
5.1%，下降0.5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方面，截至2019年12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3.9%，下
降0.2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
67%，下降0.4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
业61.6%，增长0.1个百分点。

财政部：
去年国企利润总额3.6万亿元

本报见习记者 刘伟杰

春节将至，新三板全面深改再接
再厉。1月21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
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
选层挂牌审查问答（一）》（以下简称

《审查问答》）业务指南。《审查问答》
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
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等业务规则
相配套，其中包括挂牌企业进入精选
层的28项问题。

这 28 项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精选层进层条件方面，明确
市值、研发投入、经营稳定性等条件
的披露、核查及监管要求。二是发行
主体方面，对行业、业务、主要资产和
核心技术权属等明确披露、核查及监
管要求。三是其他常见问题方面，对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同业竞争、关联
交易、承诺履行等事项提出具体的披
露、核查及监管要求。

1月21日，国都证券投资银行总
部董事副总经理许达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审查问答》的公布，能够
进一步提高精选层挂牌审查工作的
规范性和透明度，明确市场预期，也

意味着审核细则已经明确，更方便了
挂牌公司进行着手申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审查问答》明确
规定精选层设立初期，优先支持创新
创业型实体企业，暂不允许金融和类
金融企业进入精选层。许达认为，这
意味着在新三板挂牌的银行、券商、
私募基金、担保公司等金融、类金融
企业将无缘精选层。

这28项问题中的“热门问题”，包
括“关于精选层进入标准适用，保荐
机构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有哪些核
查及披露要求”“针对市值条件，有哪
些审核及监管要求”以及“精选层进
入标准中‘研发投入’如何认定”等。

针对以上问题，《审查问答》给出
的部分答案显示为，对于发行人选择
第四套标准进入精选层的，其主营业
务应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等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保荐机构应重点
关注：发行人创新能力是否突出、是
否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是否已取得
阶段性研发或经营成果。

另外，保荐机构应当对发行人的
市值进行预先评估，并在《关于发行
人预计市值的分析报告》中充分说明

发行人市值评估的依据、方法、结果
以及是否满足所选择精选层进入标
准中市值指标的结论性意见等。对
于研发投入认定，研发投入应为企业
研究开发活动形成的总支出，本期研
发投入为本期费用化的研发费用与
本期资本化的开发支出之和。

“本次发布实施的《审查问答》是
精选层挂牌审核指南，充分借鉴了科
创板‘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注册制
审查理念，并参考了 A 股其他板块
IPO 的审核要求，便于市场主体快
速、全面、准确地理解审查要求并开
展相关业务，为保证和提升精选层企
业质地保驾护航，更为未来精选层实
施直接转板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南
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开源证券投资银行部团队负责
人程昌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审查问答》立足于对精选
层挂牌审查的常见问题提出针对性
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信息披露和中介
机构核查要求，同时和首发业务若干
问题解答、科创板审核问答相关要求
总体一致，与后续实施的转板上市制
度有效衔接。

精选层审查问答首批聚焦28项问题
暂不允许金融和类金融企业进入

张 歆

在莫测的数学世界，三角形最
具稳定性。对于A股市场而言，发行
人、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互相牵动，构
成了稳定的“三角结构”。因此，如
果希望市场不断提升质量，自然需
要三方共同实现有质量的发展。

新证券法将于3月1日起试行，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日对诸多
热点问题做出回应。易主席表示，
新证券法的实施，对发行人、中介机
构以及投资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A股市场是直接融资的市场，连
接着融资端的发行人和投资端的投
资者。虽然市场谋求的是投融资双
赢，但相对而言，发行人是低风险获
利，而投资者是高风险获利。因此，
发行人作为市场生态中最大的受益
者，有责任和义务承担更多的责任。

易主席表示，发行人和上市公司
要注意三方面新要求：一是信息披露
的要求更高；二是违法违规的责任更
重；三是法人治理的规范更严。

笔者认为，监管层对信息披露
提高要求，是为了增强投资端对于
融资端的了解和信任，信息披露不
仅是对发行人估值判断的依据，也
是整个市场生态系统的价值中枢；
违法违规的责任更重，可以形成明
确的正向引导和反向威慑，提高违

规成本；法人治理的规范更严，利于
督促上市公司完善治理，为提升质
量夯实治理结构基础。

此外，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
强调了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对于市场
的重要意义。结合新证券法，易主
席强调，加大对证券业务活动的监
管，一方面明确要求证券公司不得
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接参
与证券的集中交易；另一方面压实
了承销商的核查责任。同时，进一
步厘清了证券公司资管业务的法律
性质和法律适用。

笔者认为，在A股市场生态中，
中介机构才是最依赖市场的一类主
体，也就是常说的“靠天吃饭”的一
方。因此，中介机构更应珍视和呵
护A股市场生态。券商作为市场交
易的重要平台，实际上负有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乃至是审核的第一道关
口职责，也就更加不应该允许他人
假借自己名义直接参与证券的集中
交易；作为承销商的券商掌握后台
数据和信息，履行核查职责也是

“法”不容辞；此外，在新证券法和资
管新规等不同层级法律法规的规范
下，券商资管业务的法律性质已经
明确，其在市场中的权利能够得以
保障，行为“红线”也已被划定，这对
于其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作为投资者，与近1.6亿人（或机

构）一起“参与A股市场数十万亿元的大
项目”，显然也需要做好自身能力储备。

正如易主席所强调的，新证券法
在重申风险自担原则以促进理性投资
的基础上，一是进一步强化了证券账
户实名制；二是为证券交易活动进一
步划定法律红线；三是为投资者维权
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措施。

笔者认为，投资者是A股市场生
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和行为
也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市场生态。
账户实名制看起来是程序化要求，
实际上是针对的是非实名制下对于
违法违规的侥幸心理；划定法律红
线，主要针对投资者中的“关键少
数”，这部分投资者具有多重角色性
——既可能是实控人或大股东，也
可能是董监高，还可能是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方，从法治供给层面提
前给“关键少数”划定红线十分重
要，既能有效预防违法违规，也便于
在个别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后进行事
后追责；为投资者维权提供一系列
新的法律措施，同样有事先威慑和
事后保障两方面作用，而且保护投
资者实际上是在保护市场生态，保
护市场信心和必需的流动性，也就
是保护市场本身。

新证券法指引市场主体“对标最优”

1月21日，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黄金产量已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国内原料黄金
产量为380.23吨，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与2018年相比，减产20.89吨，同比下降5.21%。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中国黄金产量连续中国黄金产量连续1313年居世界第一年居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