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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证券法实施 促进投资者保护
▶▶详见A4版

本报记者 吴晓璐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资本
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资本市场
开放促进了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完
善，也推动了金融业和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9月6日，证监会副主席方
星海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
上表示。

方星海表示，对外开放有效改善
了资本市场结构，股权融资比重显著
提高，对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供
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创新
驱动发展的阶段，我国需要更多能吸
收风险的股权投资来培育和支持创
新企业。

“我国股权融资不断增加，也反
映出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发挥正不断
增强。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资本市
场运行质量的提升，价值投资理念更
加巩固，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
值更加合理，长期困扰我国股市的所

谓‘牛短熊长’，也就是脉冲式的市场
正在消失，更加理性的市场为IPO常
态化发行和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基
础。”方星海表示。

外资持流通股市值
比重仅为4.69%

方星海表示，今年以来资本市场
表现平稳，日均成交超过8000亿元，
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
重要支撑，也为今年的经济抗疫做出
了贡献。具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开放持续深化。目前，
QFII/RQFII额度限制已全部取消，沪
港通、深港通每日投资额度大幅提
升，近年来，证监会又推出沪伦通、中
日ETF等，境内外资本市场双方开放
渠道不断拓展，境外投资者持股比重
不断提高。2018年以来，MSCI、富时
罗素指数和标普道琼斯指数等国际
知名指数先后将中国A股纳入全球

指数体系，目前他们纳入的比例分别
提升到了20%、25%和25%，中国资本
市场的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积
极认可。此外，证监会还持续深化境
外上市制度改革，H股全流通已经全
面推开。截至8月底已核准12家公司
的H股全流通申请。

二是商业准入不断扩大。今年4
月1日起，外资股比限制全部取消。
这是金融业开放的重要内容，标志着
境外公司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上
与境内机构已经同等待遇公平竞
争。近日证监会会同人民银行外汇
局联合发布了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
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进一步便
利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债券资产。

三是期货市场开放迈出坚实步
伐。我国期货国际化品种范围不断
扩大，风险管理工具日益丰富，全球
定价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

四是企业国际化融资更加便
利。资本市场在引进境外投资者的

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大步走出去。
2016年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共有
136家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融
资7322亿港元。证监会已经核准了3
家企业发行沪伦通GDR申请，两家已
经完成发行，合计融资36.6亿美元。
企业赴境外融资除了为企业发展提
供动力，也为境外投资者共享中国改
革开放成果搭建了平台。在中美双
方监管部门加强沟通的背景下，中国
企业赴美上市的步伐没有停止。

据方星海介绍，截至今年9月3
日，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持有
我国股市的股票市值2.01万亿元，
在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是3.28%，如
果加上QFII和RQFII的持股，所有外
资持有我国流通股市值的比重是
4.69%。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
股票市场相比，4.69%是非常低的比
例，因为这些国家占比已经达到
30%以上。所以，对外开放引入境
外资金进入我国股票市场还有很大

的潜力。
方星海表示，对外开放将有效提

高我国资本市场机构的国际化运行
能力，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机构
开始逐步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截至今年6月份，共有34家证券
公司、26家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设
立，收购或参股61家证券经营机构，
21家期货公司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
地设立子公司，业务延伸到美国、英
国等国家和地区，一家期货公司还成
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圈内会员。

稳步推进资本市场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在新形势
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以
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
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发展。 (下转A3版)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牛短熊长”的市场正在消失

安 宁

伴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这
趟“高铁”的快速前进，中国优秀企业
的代表—上市公司“头雁效应”也更加
突出。

根据沪深交易所官网数据显示，
截至9月4日，沪深上市公司总数突
破 4000 家整数关口，达到 4002 家。
随着上市公司总家数“破4”，沪深股
市的总市值也大幅攀升，数据显示，
截至9月4日收盘，沪深两市股票总
市值达到75.46万亿元，占我国GDP
的70%左右。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
是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随着上市公
司数量的不断扩容和股票市值的大幅
增长，上市公司已成为为我国经济发展
和转型升级重要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首先，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
“基本盘”，用韧性和活力展现了中国经
济的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

目前，上市公司基本涵盖了国民
经济 90 个行业大类的“龙头企业”。
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量约为同
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1%，
但上市公司营业利润总额占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利润的比重达到
42.61%，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而
以5G、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多
活力。

8月31日，2020年上市公司半年报

收官。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
力的微观主体，用业绩展现了中国经济
的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3973家A
股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23.46万
亿元、净利润1.85万亿元，同比分别下
降1.84%、18.03%。在已披露半年报的
3973家公司中，有3198家公司上半年
实现盈利，占比80.49%。

虽然上半年受疫情、水灾、外部环
境变化等不利因素影响，A股上市公司
业绩整体出现下滑。但仍然有逾八成
企业上半年实现盈利，同时，科创板表
现强劲，中小板和创业板业绩明显回
暖，4000多家上市公司可以说是中国经
济的“成分指数”，彰显了中国经济微观
端的活力与韧性。

其次，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
优秀代表，通过资本市场做强做大，实
现价值创造的同时也展现了责任和担
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头雁效应”。

在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是中国各
行各业的优秀企业代表，随着上市公司
数量的增加，千亿市值的公司也越来越
多。截至2020年9月4日收盘，A股千
亿市值公司已经达到118家。

特别是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关键时刻，多家上市公司全力以赴支
援防疫物资，第一时间为疫情防控提供
保障，表现出了应有的责任担当。

从当年两个交易所只有“老八股”
和“老五股”，到现在上市公司超过了
4000家，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上市公司充分发挥了

“头雁效应”。

第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不仅是
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新渠道”，
也是资本市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
体现。

近年来，在政策的鼓励和引导
下，上市公司稳定、持续的分红氛围
基本形成。从 2017 年开始，连续三
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超过万亿元并
不断创新高，更多的投资者分享到了
经济增长的红利。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
出，要稳定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预期，
完善分红激励制度，坚决查处严重损害
中小投资者分红派息权益的行为。4月
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

因此，稳定的现金分红不仅是上
市公司投资价值的体现，也是增加居民
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的体现。

笔者认为，上市公司数量破4000
家，对于市场各主体来说既是新机遇，
也是新的挑战：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意
味着更激烈的优胜劣汰；对于监管来
说，意味着更高效的监管举措；对于投
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投资选择。在
机遇和挑战中，加速打造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上市公司“头雁效应”凸显
夯实经济基本盘本报记者 吴晓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业
改革发展蹄疾步稳，金融体系市场
化、科技化双向开放水平明显提升，
现代化金融体系在逐步完善，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正在从
一个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稳步迈
进。”9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
雨露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
上表示。

陈雨露表示，今年以来，面对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人民银行果断加大货币政
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维护金融市场的
稳定，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
实现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也为构建现代化中央银行制
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与其他主
要经济体相比，今年以来中国的逆周
期金融调控既保持了物价稳定和资
产价格的基本平稳，同时也为继续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维
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效的稳定的货
币金融环境。”陈雨露如是说。

陈雨露表示，在服务好国内经
济的同时，中国金融业、金融服务业
也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努
力承担必要的国际金融责任。一方
面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

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
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
方面的限制，同时在企业征信、信用
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
民待遇，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
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
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目前
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
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
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陈
雨露表示。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国
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
国际储备货币。”陈雨露表示，2016年
人民币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全
球主要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是全
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
币，同时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
力也越来越强。截止到7月末，境外机
构和个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
余额已经增长到7.74万亿元，同比增
长37%。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的人民币
能够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

此外，陈雨露表示，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
色债券市场，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倡导
者和引领者之一。绿色金融也已经
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
新的样板。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

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已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