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30年栉风沐雨，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专业机构，我国基金

业与资本市场一道砥砺奋进，破浪前行。《坚定履行新时代赋予基金行

业的职责使命》一文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何艳春

在证券日报独家、首发署名文章。该文指出，基金业已经成长为居民理

财和养老金融服务的中坚力量；已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为发展直接融资、促进创新资本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基金业仍要在坚持创新投资、责任投

资，主动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等三方面持续发力。

朱宝琛

证监会日前确立了明年资本市
场六方面重点工作，其中第四方面强
调，“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持续加
强基础制度建设”。该项工作内容主
要包括，“在注册制改革、健全退市机
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证券执
法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抓好重点改
革措施和关键制度的落地实施”。

事实上，上述第四方面中的四项
“重点改革措施和关键制度”，近年来
一直都是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已经
取得的改革成效也有目共睹。笔者认
为，伴随着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明
年监管部门在推进、完善这四个方面
的基础制度建设时，还要让其更好地
落地实施并见效。

首先是注册制改革的深化，这是
把好“入口关”的关键。

从2018年11月份提出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到2019年7月份首
批科创板公司上市，再到今年8月份
注册制在创业板正式落地。两年的
时间里，证监会推动形成了从科创板
到创业板、再到全市场的“三步走”注
册制改革布局。

如今，经过“前两步”即科创板、
创业板的试点，“第三步”即全市场推
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笔者认
为，当前要做的是总结前两步的经
验，充分评估并有效防范改革可能面
临的各种风险，积极稳妥地推进，确
保“第三步”的平稳落地，着力提升资
本市场功能。

其次是进一步健全退市机制，这
是畅通“出口关”的重要举措。

作为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
度，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近两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退
市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2019年全
年有18家上市公司退市；今年以来，
已有32家上市公司退市，其中，18家
为强制退市，14家公司为重组退市。

最近，在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方
面又有了新动作：12月14日，沪深交易
所同时就退市制度改革方案公开征求
意见。退市新规通过进一步优化退市
指标、缩短退市流程，加大市场出清力
度，提升退市效率，以期形成上市公司
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

笔者认为，合理安排上市公司退
市，能够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为优

质企业腾出空间，改善市场生态，是资
本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而如何
确保退市制度与新股发行注册制相匹
配，形成“劣者退出”的强制性约束机
制，也是迫切需要落地的一项工作。

第三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是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在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是主力军，
又是领跑者、排头兵。我们看到，最近
一段时间以来，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方面动作不断：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提出了六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此
后，证监会召开了动员部署会、开展上
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以实际行动夯
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如何确保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
作“既见声势、更见实效”？笔者认为，
监管部门要把好“入口关”和畅通“出
口关”；要落实“零容忍”要求、严厉打
击各种违法行为。上市公司要诚实守
信，强化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不做假
账、不说假话；要完善公司治理，提升
规范运作水平；要专注主业、做精主
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促
进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一言以蔽之，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任
重道远，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凝聚共识、形
成合力，确保这项工作真正落地、见效。

最后，是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这
是夯实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
打击方面，监管部门一直都是秉持

“零容忍”的态度，并且查处了一批大
案要案。但是，光靠行政监管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各方的配合，
比如立法的支持、司法的保障、公安
机关和地方政府的配合等。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1月份，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审议
通过关于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
件，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执法司法工
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同时，笔者认为，在推进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的过程中，仍有不少工作
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加强法律法规
的实施工作，推进有关制度落地，畅
通民事赔偿救济渠道，切实提高违法
违规成本，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法治保障。

关键制度落地是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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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1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十四五”规
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再次听取纲要草案编制情况汇
报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出席。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纲要
草案编制作了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
讨论。李克强说，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纲要草案编制已取得重要进展，
要继续集思广益，深入研究论证，做
到精益求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
全会《建议》，精心编制纲要草案，贯
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使规划纲要切实发挥对实
际工作的前瞻指导作用，经得起实
践和历史检验。

李克强指出，编制纲要草案要兼
顾当前和长远。五中全会《建议》重
点对“十四五”发展作了部署，也提出
了2035年远景目标。今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统筹考虑明后年乃至整个

“十四五”时期，重点对明年经济工作
作了部署。编制纲要草案既要通盘

考虑未来五年发展，与2035年远景目
标衔接，又要针对明后两年促进经济
恢复正常增长、打牢发展基础的特殊
情况，统筹谋划和安排。

李克强说，编制纲要草案要坚
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要科学确
定“十四五”发展目标，既鼓舞人心，
又留有余地，形成全社会共识。我
国经济基数已经相当大，未来五年
以合理速度平稳增长，累积下来就
是了不起的成就。提出促进产业发
展、加强基础设施、实施民生工程等
任务和举措，都要突出重点，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不盲目铺摊子，
确保提出的都能做到。要加强纲要

草案与各专项规划、地方规划的衔
接，各有关部门都要结合本领域实
际，既根据需要，又考虑可能，把握
好目标和任务；同时引导各地科学
编制地方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李克强指出，编制纲要草案要体
现深化改革开放，展示中国坚定推进
改革开放的决心。要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纲要草案要突出运用
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增加就业、推进
创新、创造财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
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实施重点民
生工程、扩大有效投资等，要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发挥好政府资金的撬动
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要在
扩大对外开放上拿出更多制度型开
放新举措，改善外贸外资环境，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的发展成就是全体人民筚路蓝缕干
出来的，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扎扎实
实不懈奋斗。明年是“十四五”起步
之年，十分关键，要着力巩固经济稳
定恢复态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实现“十四五”发展良好开局。

孙春兰、胡春华、魏凤和、王勇、
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纲要草案编制
情况汇报并强调

坚持实事求是 兼顾当前长远 深化改革开放
编制出一个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规划纲要

本报记者 王丽新

12月 25日，由《证券日报》社主
办的“第三届中国房地产资本峰会
——乘风·求变 2020物业管理资本
论坛”在京召开。碧桂园服务执行董
事兼总裁李长江、彩生活董事长潘
军、雅生活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
大龙、绿城服务集团行政总裁吴志
华、世茂服务控股执行董事兼总裁叶
明杰、正荣服务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黄亮等物管头部及标杆企业掌舵人
参会并发表演讲。

此外，恒大物业、奥园健康生活、
新城悦服务集团、鑫苑服务、弘阳服
务、鸿坤物业、远洋服务、万物梁行、
高地物业、特斯联等数十家行业标杆
企业都将参会，将与金融机构、研究
机构一同为大家带来一场行业、企业
与资本碰撞的年度盛宴。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物管行业的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从业

者奋战在“抗疫”一线，不管是武汉还
是中国天南海北的物业人，负重几十
斤药桶，捂得严严实实，消杀十几层
楼，甚至二十几层楼，是他们的日
常。送菜买饭、送快递到家、甚至帮
居家孕妇接生小孩……冲在一线的
物业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今年以来，物管企业在资本市场
也表现不俗。12月份，恒大物业和
华润万象生活接连完成 IPO，物业板
块再添 600亿港元市值成员。据《证
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
来，14家物业企业登陆H股，1家登
陆A 股，是 2018年以前物业板块上
市公司总数的近 3倍。另据中指研
究院提供给《证券日报》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 24日，37家
港交所上市，物业企业市值超过
7100亿港元，平均市盈率超过50倍；
4家沪深上市物业企业市值约为 350
亿元。

另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
保守预计，2020 年末我国物业行业

在管面积将超过 250亿平方米，营业
收入将超过 6000亿元。综合估算，
预计到 2024年，全国物业管理行业
营业收入约为 9296.43 亿元。换言
之，这是一个年均营收万亿元量级的
蓝海市场。尤其在资本市场看来，高
成长高确定性是物业板块的主旋律，
这是疫情期间物业企业股价快速上
涨，资金不断入局的背后驱动力。

在此背景下，本次论坛以“乘风·
求变”为主题，设有“突破边界前行”
主题演讲、“‘服务为王’时代来临了
吗”“资本＋科技赋能下，物管行业如
何走”两场圆桌对话，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分析师与企业代表，就“疫情
后，商业模式如何升级”“资本＋科技
赋能下，物管行业未来竞争格局会如
何”等话题展开精彩对话。

此外，会议现场《证券日报》社与
中指研究院将联合发布《2020 物管
行业投资价值白皮书》，深度解读物
管行业现状、未来以及在资本市场的
投资价值。

2020物业管理资本论坛今日在京举行

沪深交易所发挥区域优势
推进资本市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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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红线”下房企悄然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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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
冠疫情冲击全球，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发生剧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
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深刻影响，也
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
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在更高起点上开创基金业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是
全行业面临的迫切任务。回顾改革
开放42年、资本市场30年历程，基金
业始终对标国际成熟市场和一流资
产管理行业，坚持法治化、市场化、
国际化方向，行业发展与制度文化
建设同步推进，用20余年的努力缔
造了百姓理财可靠的服务体系，资
本市场活跃的买方力量，以及创新
发展宝贵的资本形成机制。

基金业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已
经成长为居民理财和养老金融服务
的中坚力量。从服务人群看，基金业
已经为数千万家庭、数十万高净值人
群提供了专业资产管理服务。公募
基金投资者中，金融资产在50万以下
的客户占比超过60%，持有基金资产
在10万元以下的基金投资者占比超
过90%，普惠金融价值十分显著。从
产品类型看，各类产品风险收益特征
鲜明，主题、风格、策略多种多样，机
构、产品基于专业能力充分竞争，为
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空
间。从投资标的看，公开市场股票、

债券、金融衍生品到非公开市场股
权、债权以及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基
金为家庭部门配置各类金融资产提
供了专业化的金融工具。截至2020
年11月末，公募基金管理了18.75万
亿元资产，其中53%为居民家庭资
产，私募基金管理了15.91万亿元资
产，其中18%为居民家庭资产，公私
募管理的居民家庭资产合计约相当
于当期居民储蓄余额的六分之一。
公募基金自1998年以来，累计分红达
到3.07万亿元，2005年以来偏股型基
金历史年化收益率达到16.5%。此
外，基金业在养老金融体系中发挥了
关键性作用。截至2020年11月末，基
金业合计管理养老金资产3.14万亿
元，其中全国社保基金资产1.34万亿
元、基本养老金5355亿元、企业（职
业）年金1.27万亿元，为各类养老金
保值增值作出突出贡献。

基金业致力于专业化组合投资、
价值投资、风险管理，在资产配置、交
易定价、风险缓释等方面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已成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
专业机构投资者。经过三十年发展，
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中枢功能不断
加强。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优化再
融资和并购重组政策、严格退市制度
等深层次改革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信息披露更加充分，
资本市场买方功能显著提升，投资端
与融资端的市场化博弈更加均衡。

得益于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国
际化水平的提高，基金业经营主体更
加多元，产品策略更加丰富，各项主
动管理业务快速发展，有力提升了股
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非公开股权市场
的价值发现与定价效率。在资金端
做好适当性管理和风险匹配，在资产
端做好组合管理和投后管理，基金的
风险分散、缓释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截至2020年11月末，公募基金管理人
达到14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达到
2.46万家，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400余家，其中，中
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44家、外资私募
证券基金管理人33家。1家外商独资
基金管理公司已经获批。从投资和
交易活动看，公私募基金积极参与新
股注册发行，持续精进行业及个股研
究，发展对冲、量化工具，价格发现与
风险管理功能不断增强，有力提升了
资本市场定价和交易效率。在2020
年科创板和创业板IPO中，公募基金
战略配售份额占比达到37%。私募
股权创投基金积极开展非公开股权
投资，为资本市场输送了大量优质标
的，注册制发行的新股中，超过80%
得到股权创投基金支持，一级二级市
场形成良性互动。从市场份额看，基
金业持有境内股票市场总市值的
11.9%，债券市场余额的14.3%，创下
十年来新高，资本市场“压舱石”“稳
定器”作用不断增强。

基金业服务实体经济，驱动科技
创新，为发展直接融资、促进创新资
本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基金坚持
价值投资，积极参与被投企业的公司
治理，推动被投企业履行环境、社会
责任，追求被投企业内在价值增长，
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责任
日益得到各类企业和投资机构的重
视，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基金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方
法更加清晰鲜明。 （下转A3版）

坚定履行新时代赋予基金行业的职责使命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何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