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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兴安

自去年3月1日起企业债、公司债实施注册制，
已满15个月。在注册制改革下，企业债和公司债
的融资进一步便利化，发行效率也不断提升。《证
券日报》记者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今年
前5个月，公司债和企业债合计发行1807只，比去
年同期多发行181只，同比增长11.1%，发行规模
合计15553.86亿元，同比下降0.9%。其中，公司债
发行1620只，发行规模13730.06亿元，同比下降
2.3%。企业债发行187只，发行规模1823.8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公司债和企业债合计
发行182只，发行规模合计1455.92亿元，环比下降
68%，同比下降26.3%。其中，公司债发行1357.22
亿元，环比下降63.5%，同比下降25.5%。企业债
发行98.7亿元，环比下降88.2%，同比下降35.7%。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5月1日《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旨在推动公司信用类
债券信息披露规则统一，完善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制度。5月份公司债、企业债券规模骤降，
或受此因素影响。同时，受疫情影响，目前信用风
险事件时有发生，仍有公司未按时兑付本息等。
此外，公司债、企业债发行规模还受到“五一”假期
工作日减少的影响。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公司债券实施注册制可以让更多企业
更加便捷高效地融资，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
经济，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融资渠道。

今年前5个月，碳中和公司债发行24只，发行
规模262.5亿元。其中，5月份碳中和公司债发行
规模13亿元。对此，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吴琦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碳中和公司债作
为一种绿色债券子品种以及碳减排项目的市场化
融资安排，相对于一般绿色债券来说，碳中和债的
项目标的更为聚焦，将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
减排效益的绿色环保项目，比如清洁能源、清洁交
通、绿色建筑、林业碳汇等。

展望6月份，陈梦洁表示，从历史数据看，受工
作日减少的影响，5月份是年内公司债券和企业债
券发行规模的低点，而后有望反弹回升。当前整
体经济形势向好，5月份制造业PMI51.0%，继续位
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保持平稳扩张。大、中型企
业PMI分别为51.8%和51.1%，比上月上升0.1个和
0.8个百分点，均高于临界点，大中型企业生产修
复，信用融资需求有望继续增长，将促进6月份公
司债、企业债发行规模增长。

郭一鸣预计，6月份公司债和企业债发行规模
将环比小幅回升，但在当前债券市场从严管理的
趋势下，今年全年发债规模或将同比下降。

5月份公司债和企业债
发行规模同比下降26.3%

本报记者 刘 琪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把服务实
体经济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助力市
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同时统
筹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
系，银行业保险业保持了平稳运行的
良好态势。”在6月1日银保监会召开
的主题为“近期监管重点工作新闻通
报”的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
席梁涛如是说。

梁涛介绍，今年以来银行保险资
产业务稳健增长，宏观杠杆率稳中有
降。截至4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
同比增长8.3%，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同比增长12.7%。保险业总
资产同比增长11.4%，原保险保费收
入同比增长6.5%。银行保险机构资
产增速合理适度，既满足了实体经济
恢复发展需要，也避免过快增长推高
杠杆率。初步测算，一季度我国实体
部门宏观杠杆率下降3.6个百分点，
较去年高点累计下降5.3个百分点。
贷款结构更加优化。今年前4个月，

制造业贷款新增1.1万亿元，85%为中
长期贷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
域信贷继续较快增长。民营企业贷
款同比增长12.3%。

值得关注的是，梁涛表示，房地
产融资呈现“五个持续下降”的特
点，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问题
得到初步扭转。一是房地产贷款增
速持续下降，截至4月末，银行业房
地产贷款同比增长10.5%，增速创8
年来新低，2021年以来持续低于各
项贷款增速；二是房地产贷款集中
度持续下降，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
款的比重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已
经连续7个月下降；三是房地产信托
规模持续下降，房地产信托余额较
去年同期下降约13.6%，自2019年6
月份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四是理
财产品投向房地产非标资产的规模
持续下降，相关理财产品余额同比
下降36%，近一年来持续保持下降
趋势；五是银行通过特定目的载体
投向房地产领域资金规模持续下
降，相关业务规模同比下降26%，为

连续15个月下降。
梁涛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

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房地产调
控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保持房地产金
融监管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避免
房价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同时，保持对违规业务的
高压态势，防范化解好房地产业务风
险，防止乱象回潮。继续支持好住房
租赁市场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工作协同，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合力，实现“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政策目标。

此外，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也
取得积极进展，银行业保险业风险持
续收敛。据梁涛介绍，一是稳妥有序
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二是持续拆解
高风险影子银行，大力整治“名不符
实”的金融产品；三是加强信用风险
防控；四是配合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
务风险；五是稳妥推进网贷机构存量
风险处置。

房地产融资呈现“五个持续下降”
监管层表态防止乱象回潮

阎 岳

最近，经常有从事或关心股票投
资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这段时间实名
举报操纵股票价格的案例会接二连三
地出现？说实话，要回答股票投资者
的“为什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既然投资者有一问，那笔者就试着
进行解答。

股市投资者最痛恨的市场行为是
什么？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类，欺诈发
行、财务造假和操纵市场，其中尤以操
纵市场为最。监管层对此给出的最新
答复是，“让做坏事之人付出沉痛代价”。

现在，对操纵市场者已经形成了
立体打击态势，且这种态势正在进一
步巩固完善。这种立体打击态势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打击操纵证券、期货市场
罪的法治环境已经基本完备。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相关法律条
款的修订实施上。今年3月1日起施行
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第一百八十二
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修改为：有
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
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
货交易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具体情形由之
前的四款增加至七款），其中“影响证
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
量”为新增内容。

其次是监管部门依法依规查处
操纵市场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强。

今年2月初，证监会通报了2020
年案件办理情况，全年新增操纵市场
立案案件51起，同比增长11%，其中操
纵手法快速演变，有组织实施操纵市
场现象突出。从涉案金额看，全年共
22起操纵市场案件交易金额超过10亿
元，平均获利约2亿元，严重损害投资
者利益。

2017年操纵市场立案38件，其中
通报的典型手法就包括：有些实际控
制人或与知名私募配合，假借市值管
理名义操控信息发布节奏操纵股价，

或与市场“牛散”联手，配合二级市场
资金连续操纵。

“伪市值管理”本质是上市公司
及实控人与相关机构和个人相互勾
结，滥用持股、资金、信息等优势操纵
股价，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
秩序，境内外市场均将其作为重点打
击对象。

今年5月22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七次会员大会上
指出，对“伪市值管理”证监会始终保
持“零容忍”态势，对利益链条上的相
关方，无论涉及到谁，一经查实，将从
严从快从重处理并及时向市场公开。

第三是市场参与者开始觉悟，他
们开始加入到打击操纵市场行为的队
伍中来。

在法律、法规逐步完备的背景
下，一些操纵市场行为的“知情者”甚
至“参与者”开始觉悟，他们开始或主
动或被动地承担起市场的“清道夫”功
能。因为他们知道，已经被赋予全新
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的资本市场，是
绝对不会容忍任何操纵市场行为存在
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将成为操纵
市场者的唯一归宿。

根据这些“清道夫”的行事风格，
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正
常渠道提供线索进行举报。这种行为
对市场影响较小，监管层执法成本相
对较低，一般较短时间内即可查个水
落石出；另一类是通过自媒体等渠道
予以实名举报。这种行为市场影响
大，但因其公开举报，给监管层增加了
执法难度和成本，需要调动大量执法
资源进行调查，还需要采取措施安抚
市场因之而产生的波动。

这两类“清道夫”对市场投资环
境的优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不同层
面推动资本市场的法治化进程。

现在让我们用简洁的语言，回答
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法
治化环境的优化和市场主体的觉悟是
实名举报操纵股票价格案例增多的重
要原因。在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
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进程
中，没有操纵市场者的立锥之地。

巩固完善立体打击态势
让操纵市场者无所遁形

证监会向保荐机构开放
离职人员信息比对服务

............................A2版本报记者 吴晓璐

在益中亘泰主动申请撤回发行
上市申请文件3天后，5月31日，深交
所终止对其创业板IPO审核。据《证
券日报》记者梳理，这是今年第114家
主动撤单的拟IPO企业。

注册制改革以来，IPO发行也更
加市场化。但是，市场化不代表放纵
和不管，而是通过“建制度”，推动市
场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为IPO实现
动态平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
中，把好“入口关”是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永恒不变的主题。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年

前5个月，有196家公司登陆A股，同
比 增 长 110.75% ，合 计 首 发 募 资
1537.38亿元，同比增长35.79%。其
中，注册制下科创板和创业板IPO数
量合计133家，占比67.86%，IPO募资
金额合计1001.4亿元，占比65.14%。

从月份来看，今年1月份至5月
份，IPO企业数量分别为33家、28家、
39家、55家和41家，IPO节奏呈现出弹
性。若以月份为横坐标、IPO数量为
纵坐标，制作出二维坐标图来看，每

月IPO数量，以约40家为中枢，呈现箱
体震荡。

市场实现动态平衡，不仅要把好
“入口关”，也要畅通“出口关”，形成
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在
一定时间内，资本市场资源有限，只
有不断出清壳公司和“僵尸企业”，才
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保证优质IPO
企业获得更多资源，借助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

随着去年年底退市新规的落地，
“应退尽退”得到贯彻落实。据记者
梳理，今年以来，16家企业被强制退

市（其中3家为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
知书），其中，触及财务退市指标的公
司有8家，触及面值退市指标的公司
有6家，同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和其他退市指标的公司有2家。退市
新规进一步明确了财务退市指标“红
线”，强力出清“僵尸企业”和壳公司，
而面值退市依旧是实现常态化退市
的“主力”之一。

与此同时，“重组退”和“主动退”
等多元化退出渠道亦不断畅通。今
年3月份，*ST航通选择主动退市，截
至目前，已有营口港等4家公司通过

重组退出。
行百里者半九十。除了在发行

上市和退市方面发力，还需要充分发
挥中介机构“看门人”作用，通过市场
化法治化手段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
责，在事前把好关；需要推动资本市
场代表人诉讼常态化开展，充分保障
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解除
其后顾之忧等。只有发行人、中介机
构、投资者等市场各参与主体都形成
良好预期后，市场的动态平衡才能水
到渠成。

详细报道见A2版

A股市场“进退”有度

IPO发行节奏有弹性 多元化退市渠道更畅通

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全球健康博览会在青岛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全球健康博览会在青岛举行

66月月11日日，，与会者体验与会者体验““鹰眼鹰眼””智能诊疗系统智能诊疗系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 摄摄

▲ ▲ ▲ ▲

思考乐等15家教培机构
遭顶格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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