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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资产管理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加油站与修理厂
税收政策真金白银
助力外贸企业持续回稳向好

............................A2版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本报记者 张 歆

12月8日，银保监会披露，中国人民
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
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
演讲，主要谈及中国金融科技应用取得
的成绩、应对金融科技挑战的经验教训
和有待解决的新挑战等内容。

郭树清首先肯定了中国的金融
科技应用取得了很大成绩。他表示，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中国迅猛发展。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产品
和工具应用日益丰富，金融服务的效
率和包容性大幅提高。

随着电子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
的普及，中国已实现基本金融服务城
乡全覆盖。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
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网上消费蓬勃
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更加方便。

数字信贷从根本上改善了对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贷款服
务。银行等机构利用大数据开展智
能风控，减少对抵押物的依赖，大大
提高了融资的可得性。截至今年10
月末，中国银行业服务的小微企业信
贷客户已达到2700万，普惠型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同比增速超过
30%，农户贷款同比增速达14.3%。

数字保险显著拓宽了保险覆盖
范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近
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
人，并已实现跨省结算。今年上半
年，互联网人身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2.2%，互联网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
入同比增长44.2%。

金融数字化为脱贫攻坚作出了
巨大贡献。由于有多种数字化工具
的支持，金融机构可以精准帮扶贫困
户发展适宜产业。截至今年9月末，
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5038亿
元，支持贫困户1204万户次。

此外，金融科技有力地支持了中

国的防疫抗疫。不少金融机构通过互
联网开辟绿色通道，大幅提高金融服
务时效，支持各类企业迅速复工达产。

郭树清也坦言，中国金融科技应
用整体上在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等
方面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过不少
问题，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全面整治P2P网贷机构。
P2P网贷机构本来定位为金融信息中
介，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机构事实上
开展了信贷和理财业务。据统计，过
去14年里先后有1万多家P2P上线，高
峰时同时有5000多家运营，年交易规
模约3万亿元，坏账损失率很高。近年

来，经过持续清理整顿，到11月中旬实
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经全部归零。

第二，规范第三方支付平台投资功
能。过去一个时期里，一些第三方支付
公司对客户网络购物备付金附加投资
理财功能。投资收益远高于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而且可以随时赎回，对银行
存款和正常资管市场带来很大冲击。
这种投资方式类似于货币市场共同基
金（MMMF），但没有受到同等性质的监
管，存在违法违规，包括洗钱等隐患。
现在，第三方支付公司已将备付金统一
缴存至央行，附加的投资理财产品回归
货币基金本源。 (下转A2版)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 及时精准拆弹

择 远

外资机构增持中国债券的步伐
不停歇，并且托管量大幅增长。根据
中央结算公司最新公布的债券托管量
（按投资者）数据，11月份境外机构债
券托管面额为27663.36亿元，同比上
涨47.88%，相较上年末上涨47.38%。
这是境外机构投资者连续第24个月
增持中国债券。

还有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则来
自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11月
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业务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底，以法
人为统计口径，467家境外机构投资
者通过结算代理模式入市，11月新增
7家；612家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债券
通模式入市，11月新增16家。

为何境外机构投资者如此热衷
对中国债券的“买买买”？笔者认为，
一方面是基于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推
进，中国债券市场逐渐得到国际市场
投资者的认可，吸引力不断增强。

这与债券通的推出密不可分。
2017年7月份，债券通中的“北向通”
上线试运行，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
中国债券提供了新的通道。

债券通公司日前发布的债券通
运行报告显示，11月份，债券通交易活
跃，共计成交5895笔，总成交4850亿
元，创单月总成交历史新高。截至11
月底，债券通入市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数量达2307家，当月新增投资者68
家，全球排名前100的资产管理公司
中已有75家完成备案入市。

另一方面，显示出境外机构投资
者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有信心。

信心来自哪里？笔者认为最重要
的是中国经济继续稳定恢复，复苏动
力强劲。这同样从一些数据中可见一
斑。比如，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11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0月

份的51.4升至52.1，创下自2017年9
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
分别为56.4%和55.7%，均位于年内高
点，并且是连续9个月高于临界点。

上述三个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
恢复性增长有所加快，非制造业延续
稳中向好的恢复态势，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持续加快。窥一斑而知全豹，透
过这三个数据，折射出的是我国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是对我国
经济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强大韧性的肯
定。而综合各种因素，不管是从生产
端和需求端，还是从整个市场表现出
来的信心和活力等方面来看，我们是
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保持经济持续
稳定恢复、实现预期目标的。

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向世界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多家国际权威
机构表达出对中国经济的看好。就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2月
1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中所言，中国仍将是2020年唯一实
现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到明年
年底，世界经济有望恢复到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前的水平，预计中国对2021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1/3。

可以说，从全球来看，中国经济
增长是振奋人心的。尽管如此，我们
依然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目前国际
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较多；国内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压力不小，经济仍处在恢复进程中，
一些行业和企业还比较困难，巩固经
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还需努力。

接下去，我国11月份的一系列宏
观经济数据就要出炉，可以预期的是，
这些数据并不会太差。因为透过一系
列先行指标，以及境外机构投资者连
续24个月对中国债券“买买买”这一
现象，已经显露出我国经济具有韧性，
复苏动力强劲。

外资对中国债券“买买买”
看好中国经济大趋势

王连洲（左二）与本报记者合影 钱柏禧/摄

本报记者 田米亚 马方业 张志伟

晚秋的北京，片片黄叶飘落，在
11月初的一个和煦的下午，已届耄耋
之年、常被人亲切地称作“王主任”的
王连洲，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专
访。“王主任”精神矍铄，慈祥和蔼，戴
一顶灰色的鸭舌帽，笑容总是洋溢在
脸上，又语速和缓。

资本市场30年，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其中奠定基本制度基础的《证
券法》《信托法》《基金法》贡献功不可
没，是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四梁八
柱”，为中国资本市场与中国经济的
辉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研
究室正局级巡视员王连洲，曾负责这
三部法律起草的具体组织工作。在
资本市场建立的初期，王连洲长达十
余年知难而上、始终不渝、坚持不懈，
积极推动着资本市场的立法建制，并
在涉及资本市场发展的诸多热点问
题上，经常发出直言不讳而又务实平
和的呼声和己见，加之平易近人的谦
虚和亲和力，受到业界的信赖。

无怨无悔人生转折

王连洲结缘金融，是歪打正着。

王连洲出生于山东冠县农村，1954年
考初中，为了多增加一次考取的机会，
曾徒步跋涉140多华里，到河北省大
名县先考，之后再经过长途跋涉折回
山东聊城。上天没有辜负他对求学的
渴望，那一年，王连洲被聊城一中录
取，在此度过了六年充满激情、满怀理
想、令人难忘的中学时期。1960年，王
连洲考入山东工学院理化系物理专
业，并在此完成了三个学期理工专业
基础理论课的学习。当时，为贯彻对
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等八字方针要求，王连洲及其他山东
工学院理化系同学全部转校到山东财
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1964年，王连
洲及其他同学28人被分配到了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对当时一个乡下
农村子弟来说，能分配到首都的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真是天大的幸
运。”王连洲微笑着说。

但王连洲并没有在央行工作多
长时间，就到北京印钞厂实习劳动，
到上海印钞厂搞“四清运动”，到河南

淮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从干
校提前“出炉”后，响应“好人好马上
三线”的号召，奉调到四川东河公司
参加货币印制的“大三线建设”，一干
就是8年。王连洲被同事评价为“一
个很有思想，很有事业心，责任感很
强的人”。对于那段经历，王连洲对
记者称：“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无怨
无悔。”

1979年，因工作需要，王连洲回
到了央行印制局，负责搜集和研究中
国历代货币，他是中国人民银行体系
内搜集、研究中国历代货币的创始
者。主编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
国第一部《中国历代货币》本色图录
和历史说明，还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前
期的《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前身）
撰写“货币史话”。

1983年6月份召开的六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增设了包括
财经委在内的六个专门委员会。时任
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主要领导让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推荐一名金融专业方面
的干部到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工作。
1983年10月份，被推荐的王连洲办理
了调任手续。从人民银行转到全国人
大立法机构，又是一次跨部门、跨行业
的“转型”。王连洲回忆起这次调动：

“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和理想
追求，可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自
身条件，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回
旋余地并不如现在如此地广阔，服从组
织的安排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
的。”王连洲认为，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工
作，接触到的业务多是宏观方面，联系
的接触到的人多是高层机关的人。王
连洲觉得，到人大财经委工作，未必不
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展现人
生价值，发挥个人作用获得了较之前更
大的舞台。 (下转A3版)

位卑不忘忧国
——专访《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织者之一王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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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证监系统发268张罚单
信披违规内幕交易占比超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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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电器如何打造
创意小家电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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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气体百亿元市场在招手
昊华科技欲争夺更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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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低调开卖5G手机
董明珠手机梦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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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铁矿石期价
能否登上千元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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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三年期大额存单
利率上调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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